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中国教育报刊社考察，看望慰问奋战在采编一线的
教育新闻工作者。 本报记者 樊世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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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周刊》
校 本 课 程 开

发如何实现思维
升级？为什么校本
课程的实施方案
应该是一种行动
方案？为什么身体
学习是最好的学
习？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不是每个人都

能实现梦想，山东省
沂源县南马中学教
师刘霄凭借坚韧的
意志和对教育的一
片痴情，一步步接近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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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人物/学校》
教育是一种信

仰。 本期让我们走
近重庆市珊瑚实验
小学校长谭劲和天
津市南开区实验学
校， 共同分享他们
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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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书画院
新春特刊》

赵梅生， 中国
著名画家，以豪迈夸
张、老辣沉着的画风
为当代画坛所瞩目。
他精于画梅，“落笔
得梅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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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周刊》
该不该取消

作业？ 学生需要怎
样的作业？ 这已经
成为一个世界性话
题。 正视作业问题
并认真思考，教育
者将找到一条新的
教育途径。 6-7版

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刘延东考察中国教育报刊社并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新春问候

●征文内容
请海内外人士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讲述心中的中国梦、教育梦，也可以作

为中国梦的见证者，讲述身边的教育故事。
中国教育报刊社所属“两报四刊两网”筛选有故事、有细节、生动感人、真人真事、可读

性强的征文，在相关媒体开设专栏择优刊发。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官方微博设置
“中国梦·教育梦”专题，采取多种形式鼓励网友晒图片、晒故事、晒感受，讲述自己心中的
中国梦、教育梦。

●征文要求
1． 来稿体裁不限，字数限制在 1500 字以内；要求真人真事，提倡讲故事、有生动的细

节，忌空发议论。
2． 来稿请注明姓名、年龄、单位、联系方式、通信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便及时与您联系。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服务教育改革发展

□ 本报评论员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委员刘延东来到中国教育报刊社考察调研， 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新春
的问候，并对做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殷切希望。 这充分体现党中央、国务
院对教育工作和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全国教育新闻工作者是巨
大的鼓舞。

刘延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中国教育报刊社和全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取
得的成绩和贡献，深刻阐述了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面分析
了教育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 并对下一阶段教育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对于指导我们做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将教育列为民生建设之首，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凸显，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
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舆论
生态发生深刻变革，迫切需要教育新闻宣传发挥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和典型引路
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做好教育新闻宣传，要坚持正确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面对教育改革
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面对日趋复杂多元的舆论环境，教育新闻宣传要着力
在提高舆论引导力上下功夫。要通过教育新闻宣传，引领思想、凝聚共识，将各
级政府的力量凝聚到优先发展教育上，推动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形成合力；
要通过教育新闻宣传，引导民众正确看待利益诉求，理性看待教育改革困境和
机遇，为教育发展营造最有利的环境；要通过教育新闻宣传，树立典型、推动工
作，报道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坚定改革的信心决心，为教育改革持续
推进提供正能量。

做好教育新闻宣传，要心系基层、心系人民，改进作风文风，把人民群众的声
音反映好。 人民群众是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人， 基层是教育改革创新的源
泉。 践行“走转改”，沉到基层，到人民群众中去，是做好教育新闻宣传的必由之
路。 广大教育新闻工作者要学会“潜泳”，真正“沉”到教育实践生活的大海里，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挖掘典型，善于用事实说话，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写出真
实生动、影响深远的新闻作品，提高教育新闻宣传的感染力、影响力。

做好教育新闻宣传，要创新传播方式、拓展传播途径，变单打独斗为互动
联动。 在新媒体时代，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以微博、微信为
代表的民间舆论场相互并存、相互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
传播好，把改革发展的主流展示好，就必须借助外力、整合发展，在多元中立主
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今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
要的关键年份，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教
育新闻宣传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广大教育新闻工作者任重道远、大
有可为。

《区域教育周刊》
课改能否有效实

现师生和政校双赢，
已成为评判区域课改
成效的“标准”。 江苏
盐城盐都区找到了
这样的“双赢”路线，
从而走出了不一样
的精彩…… 4-5 版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 现在，大家都
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总书记对“中国梦”的深情阐述，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共鸣。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教育梦。 时
值新春开学之际，为了展现和抒发包括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心中的中国梦、教育梦，中国教育报
刊社所属《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杂志、《中国高等教育》杂志、《神州学人》杂志、《中国民族教育》杂志、《中国教师报》以及中国教
育新闻网、神州学人网联合举办“中国梦·教育梦”大型有奖征文活动，请广大读者和网友撰文，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心中的梦想与
期待。 中国教育报刊社“两报四刊两网”将结合自身定位，刊发读者来稿。

本报讯 2 月 16 日 ，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来到
中国教育报刊社考察调研 ， 看望慰问编辑记者 ，
并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新春问候 。 她强调 ，教
育新闻宣传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 大 精
神 、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精神 ，以推动教育规划纲要落实为重
点 ，高举旗帜 、凝聚力量 ，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
刘延东考察了中国教育报新闻编辑出版中心

和中国教育报刊社新媒体平台 ， 并召开座谈会听
取报刊社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 。 她指出 ， 长期以
来 ，报刊社全面深入报道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在新
闻传播 、政策指导 、典型交流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 新形势下 ，迫切需要教育新闻宣传
工作发挥动员引领作用 ，加强政策解读 ，推广改革

经验 ，回应社会关切 ，为教育事业争取更有利的发
展条件 。

刘延东希望 ，教育新闻战线要坚持正确导向 ，
充分发挥思想舆论引领作用 ，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
传播好 ，把改革发展的主流展示好 ，把人民群众的
心声反映好 。 要深入践行 “走转改 ”，心里时刻装着
群众 ，深入基层 ，眼睛向下 ，俯下身子 ，感知群众冷
暖 、感受时代脉搏 、打开报道视野 ，切实提高教育

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 要创新报道视角和
方式 ，善于以全局视野 、时代要求和民生角度开展
报道 。 要建设高水平教育新闻宣传队伍 ，让更多的
名编辑名记者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 要构建齐抓共
管多方参与的教育新闻宣传格局 ， 引导鼓励全社
会关心教育 、支持教育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座谈会 。 教育部新闻
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调研 。 （柴葳 ）

评 论

“中国梦·教育梦”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征文主题
中国梦·教育梦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教育报刊社
网络支持： 中国教育新闻网

神州学人网
微博支持：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
官方微博

●开栏时间
2013 年 3 月至 6 月

●投稿方式
投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jybdzzw@126.com；

或邮寄到：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新闻编
辑中心，邮编：100082，请注明“中国梦”字样。

●评选优秀征文
2013 年 7 月，评选“中国梦·教育梦”大型征文活动优秀征

文，并向读者邮寄奖励证书与纪念品。 同时，举办“中国梦·教育
梦”大型征文展示活动，邀请获奖者开展朗诵和文艺展演活动。

详细事宜，欢迎垂询。电话：010—8229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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