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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成

教育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先导性、全局性资源。城
市建设与发展能否重视教育是
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识性
指标。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能
否办好教育，实现城市更好发
展？关键是要落实教育优先
发展这一重要先手棋。我们
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
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
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
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
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
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
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地位相匹配。习近平总书
记用“重要先手棋”恰当地比
喻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
略意义和战略价值。

教育优先发展是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先手
棋。从国家发展看，教育是具
有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事
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未来。因此，教育优先发展是
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先手棋。

从政治战略看，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教育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
性意义。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落实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切实把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
才。从全球战略看，教育是未
来全球竞争的基础资源。无论
是科技创新，还是国际交往，根
本靠人才，靠教育。要站在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审视世界发展大势，把握世界
教育发展趋势，切实做好教育
优先布局、改革创新，不断提升
教育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
族创新创造活力的贡献力，奠
定建设教育强国的坚实基础。
从历史战略看，要充分认识教
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
政工程，要从世界教育和我国
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
教训，进一步提高历史站位；要
从对国家负责、对未来负责、对
子孙负责的高度，做好地区教
育布局和学校建设，做好教育
优先发展这一德政工程。

教育优先发展是社会全面

发展进步的重要先手棋。教育
不仅具有先导性作用，还具有
基础性、全局性作用。教育工
作事关千家万户，是一个地区
安定团结、百姓民生福祉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从民生保障角
度看，从幼有所育到学有所教，
都涉及教育的社会服务和保障
问题。从社会文明角度看，一
个地区的教育发展与社会文明
进步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落
实教育优先发展，有利于通过
加强学校教育，实现小手拉大
手，促进全社会文明进步。从
经济发展角度看，教育是提升
劳动力水平，提升人力资源质
量的重要基础。一个地区产业
和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人才水平和人力资源供给水
平。近年来，很多地区通过引
进人才提升区域人力资源水
平，但从长远看必须通过加强
教育，才能整体上持续地为地
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
劳动力和创新人才；同时教育
作为基础性工程，对经济发展
还具有基础服务性的贡献力。
很多地区由于注重教育优先发
展，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学校品
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成为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资
源条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
展。可以说教育优先发展就是
释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

红利。
教育优先发展是促进人全

面发展的重要先手棋。教育优
先发展要尊重教育规律，尊重
儿童成长规律，尊重办学规律，
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党的教育
方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宗旨，
实现区域教育生态的良性循
环。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
理改革，充分激发学校发展生
机活力。近些年，各地不同程
度出现的教育异化现象。一
方面是由于当地在教育优先
发展上落实不到位，校内教育
资源供给不足，校外培训机构
不断扩张，造成学生和家庭教
育负担不断增加，教育生态的
平衡被打破。另一方面是由
于教育作为重要先手棋没有
下到位，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不够，学生全面发展得不到应
有落实。

总之，教育优先发展是国
家战略。我们要从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
落实，切实把教育优先作为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先手
棋，做好布局落实。（作者系国

家督学，首都师范大学副校

长、研究员；图片由首都师范大

学提供。）

以高质量发展为引擎以高质量发展为引擎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校长论坛

下好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下好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在亚洲文明论坛大会首师大

分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创刊词

千年大计，教育为魂。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人民教育为人民，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在党和国家越来越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振兴教育，以及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文化风尚日益浓厚的当

下，《中国城市报》教育专刊应时创刊，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凝心聚智、助力推动，充分体现了为党分

忧、为国尽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念兹在兹的教育情怀！

“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

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指导新形势下做好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

献，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全面遵循党的教育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

指向，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着力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党团队旗在学校高高飘扬起来，教育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为民族复兴而进取的爱国爱党未来人才。

阔步而来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报社为

献礼建党100周年，集中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学校和优秀共产党员教师风

采，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指导下，《中国城市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拥抱新时代，党团队旗飘起来”为主

题的献礼建党100周年“走入百城千校”系列活动，这将为大力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也必将有力地促进增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

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这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内

在要求。如何更好地推动和完成我国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所有教育

工作者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和使命。愿我们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教育专刊相识相遇，交流先进理念方法，

分享优秀经验成果，思考谋划未来发展，共同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不

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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