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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越·观察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7 日下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

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

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

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

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

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

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

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

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

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

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会上，王建军、阿生青、孔庆菊、扎西

多杰、孟海、沙沨等 6 位代表分别就脱贫

攻坚成果、祁连山生态文明建设、玉树灾

后重建新变化、做好木里煤矿综合整治、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等问题发表意见。习近

平边听边记，不时询问，同代表们交流。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作

了讲话。习近平充分肯定青海一年来工

作和“十三五”时期发展，希望青海的

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

全，弘扬光荣传统和奋斗精神，把坚持

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部署落到实处，在推动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

就，书写新时代青海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

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要结合青海优势和资源，贯彻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 近 平 指 出 ， 青 海 对 国 家 生 态 安

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必须

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

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对国家、

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这些年来，

青 海 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方 面 作 了 很 大 努

力，但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把生态

保护放在首位，体现了生态保护的政治

自觉。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布局，加快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正确处理发展生态旅

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坚决整治生

态领域突出问题，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走在前头，让

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造福人民、泽被子孙。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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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杨 杰 刘世昕

从 教 30 余 年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北

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太清楚全社会

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也深知家长面

临的焦虑和苦恼。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

全 国 政 协 十 三 届 四 次 会 议 的 医 药 卫 生

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王欢

当时作了发言。她向总书记直言不讳地

谈起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从“家庭

教 育 只 盯 分 数 ”“ 校 外 培 训 乱 象 ” 到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

王欢记得，她话音刚落，总书记就

接过话去，句句切中要害，金句频出。

王欢说，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她谈到的教

育 问 题 背 后 的 症 结 所 在 ——“ 唯 分 数

论”，她记下的第一个金句是“分数是

一 时 之 得 ， 要 从 一 生 的 成 长 目 标 来

看”。坐在会场里，全国政协委员、天

津大学化工学院教师刘昌俊和身边很多

委员都不由自主地点头。他笑着对记者

说：“我虽然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

名家长，也有‘起跑线恐慌’。”

在王欢看来，这句话直指当下“唯

分数论”引发的家校焦虑情绪。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

学校长唐江澎教了 40 多年高中。在全

国两会的“委员通道”，他和年轻家长

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让幼儿园的孩子养

成整理东西的习惯，远比让他们早识字

重要；让孩子多读书，远比让他们做那

些阅读理解题重要，“上午奥数、下午

外语，一周上七八个补习班，学到最后

没了兴趣，也就没了学习”。

什么是教育的真谛？唐江澎借用了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 8 个字——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他认为这几个字揭示

了教育的使命和价值。

“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

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如果最后没有形成

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王

欢认为，总书记这句话应该成为学校、

家长乃至全社会的一个共识。

她不只一次呼吁家长从只关注孩子

分数的一元结构，向关注孩子的价值养

成、意志品质、规则意识、责任担当、

爱的能力等多元结构转变，这次总书记

回应了她，王欢又记下第二个金句——

“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

是不合格的。”

一番交流之后，王欢既激动又感动，

“ 老 百 姓 心 里 想 的 事 ， 总 书 记 都 惦 记 着 ，

想民所想，忧民所忧”。

在场很多委员都有同样的感受。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北 京 城 市 学 院 校 长

刘 林 说 ， 总 书 记 讲 了 很 多 教 育 领 域 的 现

象 和 问 题 ， 都 是 老 百 姓 最 关 心 ， 也 是 教

育界最头疼的问题，“总书记一直深入基

层 、 了 解 民 情 ， 始 终 把 人 民 的 事 当 成 自

己 最 大 的 事 ， 把 百 姓 关 心 的 问 题 当 成 自

己 的 问 题 来 解 决 。 给 我 们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作风课。”

在他看来，总书记的讲话中自始至终

都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问题——教育发展的

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 （下转 4 版）

“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总书记都惦记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今天的中国青年，正在被何种文化

氛围环绕？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 布 达

拉宫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直播，51 分钟有

92 万网友“云游”布达拉宫。不只是布达

拉 宫 ，网 友 们 还 能 在 直 播 间“ 云 游 博 物

馆 ”，欣 赏 到 极 少 亮 相 的“ 马 踏 飞 燕 ”真

品，三星堆的“祭山图玉边璋”。

“‘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

华家’这样感人的评论正出自 B 站的年

轻用户。”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导

演吕逸涛欣喜地看到，无论是 《国家宝

藏》 讲述动人的国宝传奇，《典籍里的

中国》 融合“电视+电影+戏剧”，还是

《衣 尚 中 国》 将 传 统 服 饰 融 入 现 代 生

活，坚实的文化内核都是根本，滚烫的

血脉传承感染着当代青年。

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党委书记

徐西鹏发现，当代青年在汲取文化知识

的同时，也有了更多机会和舞台，把传统

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

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

的，比如河南卫视春晚《唐宫夜宴》火爆

出圈，“李子柒式”短视频走红海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 标 纲 要 （草 案） 》 提 出 ，2035 年 将

建成文化强国。文化强国蓝图对年轻人

意味着什么？当下的年轻人，又怎样讲

述“中国故事”？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感染青年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与

创新，是当代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命线。

（下转 4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与千家万户息息相

关的民生问题。随着我国进一步迈入老龄化社

会，“养老育小”面临更多现实考验。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中青报·中青网启动

2021“青声＠全国两会”网络建言活动，从 4803
份 有 效 建 议 中 梳 理 出 十 大 青 年 热 门 话 题 ，“ 养

老”和“育小”被列入其中。此前两会青年调查

中，养老问题一直位列青年关注话题榜首。

对于“一老一小”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均有回应，并有针对

性地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和规划。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表示，“十四五”时期，要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

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一边是我国老龄化基数大、速度快、区域

之间不平衡，另一边是生育率跌破警戒线。”持

续关注“一老一小”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劳动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一语道出我国目前的人

口结构失衡现象——人口老龄化与少子高龄化。

他表示，当前人口变化的趋势对国家发展产生全

面、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十四五’期间是优

化现行制度安排的重要窗口期，要着力解决制度

性缺陷、补齐短板和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两 条 走 向 截 然 相 反 的 数 字 曲
线：人口老龄化和少子高龄化

郑功成用两条走向截然相反的数字曲线来表

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高龄化的变化趋势。

一条曲线是不断走高的老龄化趋势：2022 年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20％，这意味

着老龄化程度从轻度步入中度，此后将不可逆转

地 走 向 深 度 老 龄 化 。而 同 期 新 退 休 人 数 将 超 过

4000 万人。80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以每年 100 万以

上的速度递增。预计到 2050年，80岁以上人口将达

1.2 亿人，其中至少有 2400 万老年人患有痴呆症。

另一条下探曲线是年轻人的生育率。因为适

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

破警戒线，14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1982 年

的 33.6%降到 2019年的 16.8%，户均人口不足 3人。

由此可见，未 来 我 国 养 老 、 医 疗 、 护 理 保

险基金支付压力将持续增大，对社会养老服务

特别是护理服务的需求会持续高涨，如何确保

相关制度稳步发展并为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提供

有质量的养老服务，将是新发展阶段社会保障

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老一小’的服务供给不足是大家普遍

的担忧。”郑功成说，一边是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随年龄增长或身体失能下降，一边是育儿成本居

高不下，这些必然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进而直

接制约民生改善与人口均衡增长，也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下转 4 版）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高龄化并存

“一老一小”的服务供给亟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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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学习·两会时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尚君 杜沂蒙
王龙龙 李华锡

3 月 7 日下午，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

议。这也是时隔 5年，总书记再

次来到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

总书记强调，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

工作。一个“新”字，让来

自北京大学的张栋杰尤为触

动。他认为，“我们青年学

子应该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命题，提高适应新时代新

要求的专业素质，将个人前

途融入国家战略，把人生答

卷写在祖国大地上。”

“ 走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

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

绿 色 、 开 放 、 共 享 发 展 。”

谈到如何走好高质量之路，

华 北 理 工 大 学 的 吴 瀚 彬 表

示，近几年学校开设了很多

相关课程，“站在崭新的历

史交汇期，要从总书记的嘱

托中汲取奋斗力量，用青春

的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提出，把坚持生

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 高 品 质 生 活 部 署 落 到 实

处。”山东大学学生刘昱昕的

家乡就在青海，他从家乡近

年来的生态建设中，体会到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2016 年 3 月 10 日 ， 总

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今天，总书记将

推进生态优先再次提上新高

度，他强调，青海对国家生

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

重大责任。 （下转 4 版）

各界青年热议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用青春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