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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辑・ 3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9月22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 

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大家作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 

期发展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和代表提交了书面 

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 

进入新发展阶段。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我 

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 

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

关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我也 

多次发表讲话、提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落实工作。今天，我就其中一些重要问题 

讲点意见。

第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全面加 

强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地位，教育 

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 

育，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实践能力。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 

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 

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 

入水平，通过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内需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