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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高等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
的重要使命，高校年轻干部必须坚定政治理想、把好政治方向、淬炼政治定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另一方面，淬炼过硬政
治定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关键时刻不含糊，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
容”。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调查研究是有效开展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
题，前提是深入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
有决策权。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科学把握问题的现状、成因、症结等情况，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做到有的放矢。高校年轻干部有干劲、有冲劲，但社会实践经验相对欠缺。要有意识地加强调查研究能力锻
炼，不断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高校年轻干部提升系统思维，坚持深谋远虑，才能
使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一是树立大局意识。坚持从全局出发，自觉把高等教育事业融
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做到同频共振、共荣发展。二是善于集思广益。科学的决策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要积
极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综合考虑，全面权衡，做出科学的决断，凝聚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三
是规范决策过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高校年轻干部要强化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遵守既定的议事决策规则，做到集体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助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越到深水区，阻力越大，越需要我们迎难而上、奋勇前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为“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十四五”时期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决胜期。同时，高等教育改革也将面临更
多难啃的“硬骨头”。高校年轻干部要敢于攻坚克难，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围绕建成教育强国这一目标，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人民群众、高校师生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遇到问题不回避，围绕问题细研判。注重
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在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项改革，以改革创新
思维破解制约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

高校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干部挺身而出、应急处突。一方面，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应急处理突发情况，看似一时之需，实为干部日常工
作的必然要求。危难时刻能从容应对，须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风险意识，就要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心中有数，见微知著，做到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善于化危为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校遇到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有来自外部的，如招生就业环境的不断改变，新校区建设、对外合作办学等；也有来自内部的，如网
络安全、学生心理健康等。年轻干部要有敏锐的嗅觉，善于预判风险、防范风险，力争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降到最小程度。高校年轻干部要磨炼应急处突能力，善于化危为机，在
应急处突中磨炼自我，努力在危机中开拓创新。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等教育作为重大的民生事业，必须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力以赴办成人民群众
满意的教育。高等教育的初心使命不是挂在墙上、写在文件中，而是体现在为师生服务的实际行动中。高校年轻干部要努力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牢固树立以师生为中心的工作理
念。多到师生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掌握实际情况，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人才培养质量放在心上，把师生关注关心的大事小事记在脑中。坚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跟他们
打交道，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人才培养质量、学习生活环境、教师后勤保障等方面狠下功夫，坚持以师生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增强师生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凝聚助推学校发展的强大合力。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高校“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也绝不
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出台的规划、制定的综改方案，如果不能落到实处，最终将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建设教育强国的崇高使命，需要高校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担当实干、狠抓落实。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破局、解局，发扬

“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滚石上山的勇气和毅力，主动理思路、出方案，把战略规划细化为实际行动，努力在解决复杂问题、破解发展难题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开创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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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贺祖斌校长应邀出席此次大会并参与会议交流，校办、教务处和教师教育学院负责人一同
参会。

在教师教育校际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贺祖斌校长作为我校代表与陕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四所大学校长共同签署合作协议。联盟启动
仪式上，贺祖斌校长与其余 17 所师范院校代表共同按动联盟启动标识和学校名称，宣告联盟正式成立。

在“面对面：教育厅长对话师范大学校长”活动环节中，贺祖斌校长作为联盟成员高校代表发言，他就新时代师范大学如何高位整合“学术性和师范性”，如何加强教师教育内涵
建设的“八大要素”：培养目标、课程内容和体系、终身学习能力、教学基本功训练、协同培养机制、信息技术能力、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把脉西部教育
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为西部师范院校建强做优教师教育献计献策。会后，贺祖斌校长与其他参会人员受邀参观了陕西师范大学师德涵养基地（教育博物馆）和校史馆。

据悉，“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是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在西部各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支持下，由西部师范院校共同成立的，共商西部教师教育创新与
发展、建设西部一流师范大学、服务西部基础教育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西部教师教育共同体。包括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河南
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大学、宁夏师范学院
等 18 所师范院校的 80 余位代表参加了联盟成立大会。本次会议发布了《西部教师教育振兴宣言》，通过了《西部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联盟章程》，成立了首届联盟理事会，
讨论研究了西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举措，全面启动了联盟建设工作，我校选为副理事长单位。

联盟成立是西部师范院校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振兴西部教师教育的实践探索，为西部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将
有利于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我校作为联盟成员之一，将积极参与联盟建设各项工作，助力教师教育创新与发展，培养造就源源不断的骨干教师、
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为西部教师教育振兴发展和西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贺祖斌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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