
9 月 11 日至 19 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上合组织
杜尚别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
和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第
二次赴中亚地区出席上合组织峰会，首次访问南亚
国家。此次“两亚行”着眼于总体外交布局、服务
国内发展，将是我国采取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在中国外交布局上，中亚和南亚构成我国西南
和西北两个战略方向，是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
重要目标和必经之地。去年，习近平提出与有关国
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
倡 议 是 以 中 国 新 一 轮 对 外 开
放，特别是加快“向西开放”
为契机提出的，是我国将自身
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相对接的
重 大 战 略 构 想 ， 充 实 了 我 国

“向西开放”战略的内涵。
中亚既是我国西北边疆的

安全屏障，又是我国西北方向
推进经贸、能源合作的战略伙伴。上合组织是我国
深耕与中亚关系所倚重的战略性平台。上合组织6个
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强调的“五通”举措，即政策
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
通，已有一定基础，上合组织在这些方面可以成为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载体之一，发挥独
特作用。

南亚在我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中国
与南亚的合作正处于双方历史上最活跃、最富有成
果的时期。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
出给中国与南亚合作插上一双有力的翅膀。印度既
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区，又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战
略构想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尔代夫和斯

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中部地带，扼守印度洋重要国际
航道，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斯里兰卡还是第一个以政府声明的形式来表达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支持的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总

体上也得到沿带沿路国家的积极响应。当然，个别
国家的舆论对于该倡议还存在一些疑虑，比如担心
该倡议是否会影响有关地区的区域性合作机制，这
主要是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目前看，“一带
一路”属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并不是实体

机制，体现的是古老的丝绸之
路精神，反映了中国对于合作
共赢的追求。中国不搞封闭性
的、排他性的合作，同有关地区
和国家现有合作机制和设想并
不冲突、排斥，而是并行不悖。

“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
将充分利用中国与有关国家和
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实现

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信
习近平“两亚行”期间将欢迎有意愿的国家都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探讨，共同建设，共同受益。

安全合作，包括反恐合作，是中国“向西开
放”战略的重要保证，人文交流是中国“向西开
放”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者与经贸合作一起构
成“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素，预计都是习近平
此次“两亚行”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极大地拓展我国发展战
略空间，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
持，同时也会促进“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并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仅从
这个角度讲，习近平“两亚行”将助推我国“向西
开放”，具有战略意义。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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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彭波） 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受表彰代表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观摩课堂教学，进行座谈
交流，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节日敬礼和祝贺。

习近平在考察中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繁
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全国广大教师
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
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北师大前身为创建于 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国家高质量教师人才培养
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文理基础学科等领域形成了自
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上午 9 时 20 分，习近平来到学校主楼，在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董奇陪同
下，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主题展”。习近平充分肯定新
中国成立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强调全党全社会
都要更加关心教育、关心教师，要重视和支持师范院校和教师教育。

前天，北师大教授、“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核物理学家黄祖洽院士去世，习
近平闻讯后，立即表示了深切悼念，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北师大是中国心理学的发源地，也是全国心理学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习近平
来到心理学院，走进团队行为、学习困难评估、学习能力提升等实验室，仔细观看
科学仪器上显示的参试者脑电波等图像和数据，了解学校心理学科发展以及在灾后
心理重建、航天员选拔、南极科考等领域转化运用心理学的情况。习近平对北师大
紧密结合学校特色、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国家重大需求的办学思路表示肯定，对他
们在提高青少年儿童学习成效、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希
望他们再接再厉，争取在探索青少年儿童学习和发展的科学规律、解决学生学习中
的各种问题和障碍、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推动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2010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4年来共培训教师 493万人次，到今年底将完成对
600多万中西部农村教师的一轮培训。

北师大是首批承担“国培计划”项目的院校之一。教九楼内，一块展板上，展示了“国培
计划”总体情况和主要成果。一间教室内，来自贵州的50位小学骨干语文教师分成几个小
组，正在就西部地区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行讨论，习近平走进教室，认真观看
教学，同大家交流。习近平强调，“国培计划”以示范引领、雪中送炭、促进发展为宗旨，为中
西部农村教师提供了一个拓宽视野、更新知识、提高业务能力的专业发展平台，为中西部地
区教育事业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目前，教育短板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岛地区，
尤其要加大扶持力度。少年强则中国强，中西部强则中国强。他希望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的
老师们，借助“国培计划”搭建的学习平台，把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教学方法带回去，
为推进当地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再立新功。

11时许，习近平来到英东学术会堂，亲切会见在北师大任教的院士、资深教授
代表，向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表示慰问。

随后，习近平同学校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
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
普遍尊重。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
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

习近平指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广大教师要始
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忠
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做好老

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
所持的价值观。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
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

习近平强调，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
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
生以帮助和指导。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
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
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

习近平指出，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
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
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
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要加
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要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
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习近平最后强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希望全国广大教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离开学校时，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站满了校园道路两旁，总书记同大家热情握手，挥手致意。“总书记辛苦了！”
“我们爱你！”……欢呼声、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

王沪宁、刘延东、栗战书、郭金龙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刘维涛、董洪亮） 庆祝第
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会见。

上午 8 时 45 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高兴地与代
表们热情握手，同潘懋元等受表彰代表亲切交谈，关切
询问他们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随后，习近平等与大家合
影留念。

参加会见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
奇葆、栗战书、杨晶、艾力更·依明巴海、卢展工。

刘延东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她说，教师节设立 30
年来，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广大教师为学生

成才、教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希望
广大教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度重视教
育、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教书
育人的光荣使命，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勇
于创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吸
引和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激发广大教师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大会。会上，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表彰了 500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797名“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教育部表彰了1998名“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
育工作者”，授予 1320 项“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此
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
川中学校初中部教师张霞，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代表、江
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代表、河北省阜平县职教中心校长李丙
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教授汪玲分别在会上发言。

庆祝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表彰大会举行

习近平会见受表彰代表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习近平“两亚行”
拓展中国战略空间

■ 华益文

习近平“两亚行”
拓展中国战略空间

■ 华益文

习近平同正在北师大参加“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贵州小学骨干
语文教师交流。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9月9日，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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