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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
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
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
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 学 的 立 身 之 本 在 于 立 德 树
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一流卓越人才，
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做出贡献，是时代赋予我
们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
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扎根中
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
国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历史
性跨越的关键所在。因此，新时代下
的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坚持办学方向，进一步塑造好
学生的理想信念。举旗定向，才能
谋篇布局。十九大报告为我们进一
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今
后工作中，我们应该系统推进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导广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让大家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瞄准时代需求，系统优化学科
专业体系。新时代对人的知识、能
力、素质也有着新需求，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对人
才的需要更时刻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做好“供给
侧”的工作。天津大学将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学科
和专业体系布局，大力推进和加强一流学科建
设，提升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科体系和专业知识体
系的系统性。

注重以人为本，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改
革。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新体系”是
中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我们
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类型和层次结构，加强专业布局
和人才培养动态调整机制建设，推进“新工科”人
才培养改革。天津大学将坚持融合与贯通，建立并
不断完善“本研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给学生更
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优的课程体
系、更强的职业引导。

加强文化建设，推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于文化熏
陶。我们要以十九大精神指引天津大学文化的创
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进校园，传承创新天津大学122年来形成的
书香文脉，形成更加优秀的校风、学风，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作者钟登华，中共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本报记者王俊岭整
理。作者肖像徐湲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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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第十二届芦笙
文化节上，盛装的侗族男女手拉手载歌载舞。这样的场
景，早就被先民“记录”在侗锦上，成为侗族特有的文
化符号。

“‘手拉手’象征着人丁兴旺，民族团结。”中共十九大
代表、通道县牙屯堡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粟田梅说。

侗锦的纹样取自动植物和器物，一代代心手相授。
上世纪 90 年代，粟田梅开了一家小店自织自卖。但渐
渐地她发现，对侗锦感兴趣的人多，真正愿意购买的人
少。而一条传统的侗锦“披肩”，熟练的织娘需连续织
40多天，却仅能换来几十元收入。古老技艺一度面临传
承难题。

一群年轻人的到来，为通道县找到了侗锦新时代发
展的“新通道”。

2009 年，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60 多名师生来到
通道县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杨苗就是其中之一。

师生们发现，原本寻常的侗锦竟与前卫的“像素
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土生土长在侗乡的杨苗，也第一
次以“文化创客”的身份重新审视家乡风物。

侗锦能否兼有传统与现代之美？师生们找到粟田
梅，想要改良侗锦。一开始有人设计了圆形纹样，还有
人想加入铜线，却发现织娘根本织不出来。“侗锦中没
有圆形。”粟田梅说，“不用传统纹样，那就不是侗锦。”

但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侗锦纹样在每代人手中都略
有变化。在向织娘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们逐渐摸索出

“新通道”。2011年，杨苗开始专门从事侗锦产品开发，
并邀请知名设计师参与设计。材质、颜色和功能的创
新，使简洁的设计既青春时尚，又降低了织造难度，这
一古老技艺重新焕发了生机。随后，杨苗等人创立“梭
说”品牌，其中的亚麻系列产品获得首届湖南省文创设
计大赛金奖。

“学生创新＋村民创业”的合作模式使当地人得到
实惠。村里的人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500 多元增长到

2016年的3500多元，106户贫困户因此脱贫。
如今，在文坡村新建的侗锦传承基地，30多架织机

和七彩棉线相映生辉，这里将成为侗锦的织造工厂。
作为侗锦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粟田梅说，凭手

艺就能挣到钱，外出打工的织娘回来了，年轻人也愿意
学了，古老的织造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侗乡取之不尽的文化元素激发了学生们的灵感。不
光是侗锦，他们还从侗乡的鼓楼、芦笙、剪纸、竹编等
元素中取材，借助 3D打印等技术手段，开发出几十种
文创产品。这些项目被统一称为“新通道”。

“新通道”负责人、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
季铁教授说，文化创客就是将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创新
者和创业者，目的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让多元文化服务
于不同的对象。

季铁曾经帮助通道县另一个村子疏浚河道，铺路修
房。一些同行调侃说“新通道”是在搞“农家乐”，对
此季铁付之一笑。除了学生的艺术学习实践，他更看重
的是“把学生放在农民生活的场景里”，同吃同住，一
起创业，加深学生对贫困地区农民的感情和对当地文化
的了解。“农民们殷切地希望我们能用一种方式去帮助
他们，这也是学生们行动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学生一
辈子会记得住。”季铁说。

如今，不仅仅在侗乡，这些岳麓山下的“文化创
客”已经走出湖南，遍访西部民族地区，让古老的民族
文化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据新华社长沙电）

信息标准化奠定基础

政府 24 小时“不打烊”，得益于智能审批的运用，
而政务审批智能化的第一步则是信息标准化、统一化。

“早在2007年、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即要求区市县
三级采用统一格式、统一标准录入电子信息。这为后来
的政务审批智能化奠定了基础。”广西政务服务监督管
理办公室主任王西冀介绍，广西出台的《党政机关电子
公文传输交换规范》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党政机关电子
公文传输交换标准。

“目前，广西真正实现了‘电脑审批’，而非‘电子
表格、人工审批’。”王西冀说，以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为基础，广西已建成自治区政府电子政务数据交换与共
享平台，打通了数据壁垒。自治区以厅级部门为单位，
先打通系统内部，如广西环保厅，自上而下在自治区、
市、县三级建立起环保系统垂直化数据库，系统内开放
式共享。对于不同系统的数据库，则由自治区办公厅牵
头，实现条块互通。建立政务内网、外网数据交换平台，
部门与部门数据共享，地方与中央垂直部门数据共享。

从 2017 年 8 月，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林业
厅和食品药品监管局等
开始试行审批智能化和
审管一体化，10月起全
区正式运行。按照 4 种
不同类型：互动许可型
智能审批、无申请自动

许可型智能审批、带前置许可型智能审批、信息共享和
业务协同许可型智能审批，广西全区共有 10 多项行政
审批事项提供了智能审批和智能监管应用。

审管一体化激发活力

传统的行政审批，层层上报，效率低下，很多时
候，办理事件并不复杂，办理程序才是拖延时间的“罪
魁祸首”。推行智能审批和审管一体化后，广西将行政
审批系统接入电子监察系统，行政审批过程是否合法合
规将由电子监察全程、全覆盖。每项事情的办理工作重
点由“前置许可”变为“事后审查”。

审批模式的变革，倒逼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优化了
权力运行流程。目前，自治区本级 43 个部门 （单位）
2400多项行政权力运行流程优化再造，承诺办理时限提
速 62%，申请材料减少了 750项，办事流程更清、环节
更少、时间更短。比如，在广西防城港，市工商部门发
放的营业执照印有“一照通”二维码，扫描进入“一照通”
平台，即可查询已办理的证照及其他信息。一张营业执
照整合了34项行政审批事项，从而实现“一照通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蓝天立表示，审批智能
化和审管一体化将作为广西今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重点，与正在建设的网上办事“一张网”对接，形成全
区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体系。今后企业和群众通过
自治区政府门户网站上的“一张网”统一入口，提交相
关材料后，审批智能化信息系统立即会自动给出电子化
审批结果，可即时打印具有二维码的审批结果通知书，
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腿”和政府办事“365天×24小时”

不间断全天候服务，营造了优良的政务服务环境，更大地
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证件电子化加快实现

智能审批带来哪些变化？这一点，广西的长途客运
司机最有发言权。曾经，长途客运、运输经常涉及超
限、超载运输许可等事项审批，审批虽不收费，但因路
途、时间等成本问题，很多司机无法亲自到窗口办理，
由此衍生出一批专业“黄牛”。现在通过运管部门的审
批系统即可网上申请，一旦获得许可的车辆进入广西境
内的高速公路，车辆信息即被电子监控扫描入网。通过
信息自动识别，第一时间即可验证该车是否符合申请报
批时提供的信息。

“不用排队、不用看脸色，只要通过电脑或手机就
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申报，即报即批，老百姓只需要备齐
所需的电子材料，审批结果都一样。”王西冀介绍，截
至 10月 25日，通过智能审批“秒批”群众申请的事项
已达 1247 件。“这种审批模式更有利于诚信社会建设。
一旦查出被审批人伪造证明等失信行为，可能会被列入
黑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副巡视员
杨俭介绍，未来广西将全力打造智能化社会。“例如，
驾驶证、行车证、社保卡等证件都实现电子化，存放在
移动端个人电子证照夹，需要证件时拿出手机刷一下，
方便省事儿。再往后发展到真正的无纸化生活，只需报
上身份证号，即可读取个人办理过的所有证件及审批事
项，再也不用担心证件丢失了。”

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
用大桥自 2013 年 11 月动
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目
前桥梁施工已从水下施工
转入墩身及梁部施工。平
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长
16.34 公里，是中国第一
座公铁两用跨海峡大桥。
图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
桥正在加紧施工。

张国俊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申铖、阳建） 日前，在湖南省长
沙市举行的“2017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多位来自
国内外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跨国投资趋向活跃，企业应抓住这
一机遇积极开展投资合作。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持续推进，中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明显。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至 10月，中
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3个国家新增投资111.8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13%，比去年同期增加4.7个百分点。

匈牙利企业家与雇主协会会长首席顾问彼得·劳伦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点赞。他表示，“一带一路”建
设的推进有利于提升匈牙利的商业环境，促进中国和匈牙利
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会产生很多投资和贸易的机会。”柬
埔寨商务部国务秘书欧克·帕奇说，这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与人文交流都是有利的。

针对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跨国投资，德勤中国事务所
副主席黎嘉恩表示，不同国家的政策法规存在差异，企业在

“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学习并了解当地的文化和法律，寻找
专业团队进行合作，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理性地进行投资。

王锦珍表示，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投资促进机
构应加强合作，共同搭建更多交流平台。“中国贸促会将会与
相关各国沟通探讨更多的合作项目，发布相关国家投资环境
和风险防范报告，更好地促进企业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互
利互惠的合作。”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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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办事少跑腿 电脑审批全天候

广西网络政务利企便民
本报记者 庞革平 马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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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罗祖鑫在网上登录“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智能审批和监管一体化信息系统”，申请

注销注册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许可证，没想到申请刚提交，“同意”——审批结果就出来了。虽是周末，罗祖鑫的

申请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近年来，为方便群众办事，减少审批难、办事难，国家大力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足不出户、网上办理”正一步步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广西进一步主动作为，在全国率先推进智能审批

和审管信息系统一体化，由电脑审批取代传统的人工审批模式，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网上办公。任何时

候，群众有需求，政府有回应，罗祖鑫的经历成为广西网络政务创新的生动样本。

图为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外聘教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竹编工艺传承人郭毅民 （右） 与友人探
讨竹编工艺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刘金海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