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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

部署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 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

学雷锋活动的意见》 的总体要求，扎

实推进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

2

月

27

日， 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

印发《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实施方案》，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

级各类学校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切实

可行的实施措施， 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强调，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

要部署。 雷锋是实践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是全国人民学

习的榜样。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顺应了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

彰显了我们党的先进本色，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体现。

通知指出， 青少年学生是学雷

锋活动的重要主体， 各级各类学校

是学雷锋活动的重要阵地。 新形势

下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

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对于加强青少

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成为新时期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弘

扬者和践行者； 对于凝聚师生员工

的意志和力量，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贡献，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当前教育系统深入开

展学雷锋活动，要大力弘扬雷锋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

理想和坚定信念， 弘扬雷锋服务人

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

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

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要紧密

结合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积极

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推动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机制化，确保取得实效。

教育部印发《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实施方案》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化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教育部

2

月

27

日印发 《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学

雷锋活动实施方案》， 对教育系统学

雷锋活动进行部署。 方案要求， 教

育系统要紧密结合全面实施教育规

划纲要， 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

主题， 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 以社

会志愿服务为载体， 推动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 机制化， 引导广大师生

员工努力成为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传

播者、 弘扬者和践行者。

全面开展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

方案要求， 在青少年学生中广

泛开展以 “弘扬雷锋精神、 做全面

发展一代新人” 为主题的教育实践

活动， 每年

3

月

5

日前后， 围绕毛泽

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题词 ， 认真组织学校班级 、

党团组织、 学生社团等通过学雷锋

主题演讲 、 报告座谈 、 读书征文 、

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 集中开展学

雷锋主题班日、 主题队日、 主题团

日、 主题党日等活动， 引导青少年

学生了解雷锋先进事迹， 崇尚雷锋

高尚品德， 感悟雷锋时代精神。

在广大教师中广泛开展以 “学

习雷锋、 为人师表” 为主题的教育

实践活动， 着力弘扬和实践雷锋奉

献精神和敬业精神， 组织广大教师

按照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

和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

的要求 ， 广泛开展教师职业理想 、

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大讨论， 引导

广大教师努力提高师德素养， 树立

良好学风 ， 专心教学 、 潜心育人 ，

争做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在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中， 开展以 “践行雷锋精神、 办人

民满意教育” 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

动， 紧密结合教育系统 “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 活动， 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以雷锋精神为引领， 走进学

校、 走进师生、 走访家长， 查隐患、

查实情、 查问题， 解困难、 做实事、

惠群众。 通过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

全面开展， 广泛动员组织广大师生

员工积极投身、 踊跃参与学雷锋活

动， 迅速在教育系统掀起学雷锋活

动的高潮， 不断形成学习雷锋、 争

当先进的生动局面。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

方案要求， 结合各地各校实际，

组织开展以学雷锋为主要内容的志

愿服务， 打造具有鲜明教育特点的

品牌项目， 构建更加完整的青少年

学生志愿服务体系。 组织青少年学

生开展普及文明风尚志愿服务、 送

温暖献爱心活动、 公共秩序和赛会

保障志愿服务活动、 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活动， 以及面向特殊群体的志

愿帮扶活动。 组织中小学生依托社

会实践基地 ， 广泛开展文明礼仪 、

维护秩序、 保护环境、 爱粮节水等

活动。 组织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学雷锋为民服务周 ” 志愿服务活

动。 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 组织高

校学生扎实开展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等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深

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

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西部、 到基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

积极联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城市

社区、 农村乡镇、 工矿企业、 驻军

部队、 社会服务机构等， 建立多种

形式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基地。

（下转第七版）

切实维护学校和谐稳定

李卫红在陕西检查春季开学工作

本报西安

2

月

28

日讯 （记

者 焦新 ）

2

月

27

日至

28

日 ，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率工作组

赴陕西督促检查春季开学工

作。 她实地考察了陕西师范大

学 、 翠华路小学和曲江一中 ，

检查了学生食堂、 教学楼和校

园安全管理情况等， 与陕西师

范大学的同学们在食堂共进晚

餐， 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

工作组召开专门座谈会 ，

听取陕西省政府和教育部门关

于开学工作情况的汇报 。 会

上， 李卫红充分肯定了陕西省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为做好开学工作采取的措施 ，

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 一要加强领导， 切实

把维护学校和谐稳定放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 ， 做到认识到位 、

措施到位、 责任到位。 二要认

真做好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工

作， 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及时解决家庭困难学

生的实际问题。 三要坚持守土

有责， 切实抓好学校食品和饮

用水卫生安全、 大学毕业生就

业、 校车安全、 学校周边综合

治理等重点热点问题。

考察过程中， 李卫红先后

在陕西师大和西安交大召开繁

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座谈

会， 就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

精神和中办、 国办转发的 《教

育部关于深入推动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 》

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她希望陕

西高校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为

契机， 抓住发展机遇， 拓宽发

展思路 ， 大力推进协同创新 ，

在服务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

化传承创新上取得更加显著的

成绩。

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安交通

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长

安大学、 西北大学、 延安大学、

西安音乐学院等单位在会上作

了发言。

开学校园行

11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近日，

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共青团

中央、 人民日报社共同指导， 人

民网、 大学生杂志社联合主办的

“

2011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

活动正式启动， 邀请全国千万在

校大学生， 推选自己心目中的榜

样。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已成功举办六届， 始终以权威、

公正为活动宗旨。 此次活动旨在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 积极培育、 深入挖掘和宣

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 在大学

生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集中展

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即日起至

3

月

20

日， 各地各校

可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在热爱祖国、

敬业奉献、 勤奋学习、 科技创新、

志愿服务、 热心助人、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孝老爱亲、 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

学生。

4

月上旬， 入围候选人名单

及事迹将在人民网、 大学生杂志

社网络平台上公示， 接受公众监

督并进行网上投票。 同时， 为增

强活动的互动性， 方便广大网友

与入围候选人交流， 组委会将在

人民微博开通活动官方微博， 欢

迎网友参与。

相关信 息请关注官 方 网 站

http://stu.people.com.cn

及中国大学

生网

http://stu.chinacampus.org

。

爱心小组细心呵护

残疾女孩开心上学

江西省德兴市黄柏尚河小学一年级学生蒋张子怡，

2011

年因车祸不幸失

去双腿，伤愈后无法行走，但她还想上学。 为此，学校成立了由高年级学生组

成的“子怡上学”特别爱心行动小组，每天接送小子怡上下学，并照顾她在学

校的生活。 小子怡又开心地坐进课堂读书了。 卓忠伟 王伟 摄

广西教育学院学生坚持11年照顾孤寡老人———

大学生爱心接力温暖患病老师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闪闪的泪

光鲁冰花”， 这首 《鲁冰花》 成了广

西教育学院读书协会的会歌， 特意

为林济萍老师而唱。

今年

68

岁的广西教育学院退休

教师林济萍 ， 可谓世上最幸福的

“母亲”。 虽然她一直没有成家， 无

儿无女， 但她却从来没有孤单和寂

寞过， 因为在她身边， 有一群特殊

的孩子一直守着她。

广西教育学院读书协会的学生，

11

年来， 一届传一届， 将林济萍老

师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11

年中，

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行动， 而是一批

一批地爱心接力。

林济萍

1979

年进入广西教育学

院教大学语文课程， 她讲课风趣幽

默， 深受学生喜爱。 可是随着年纪的

增大， 林济萍的腿脚越来越不好，独

身的她没有孩子， 大病小痛无人问

津，这一切都被她的学生看在眼里。

2001

年， 林济萍不幸患上 “混

合性结缔组织病”， 她行动不便， 加

上住在五楼宿舍， 没有电梯， 上下

楼都成问题。 她的学生们知道她患

病后每天主动上门服务， 轮流背她

上下楼， 为她送饭， 送她到医院看

病……同学们的爱心接力就从那一

刻开始了。

“林老师一个人住在五楼， 当时

还是用煤球炉 ， 经常要去拉煤球 ，

每周我们都会安排同学帮林老师把

煤球提上五楼， 每天都去她家拉拉

家常， 给她讲开心的故事。” 广西教

育学院

1994

级学生邓华宗回忆道。

2006

年

8

月 ， 林济萍的病情恶

化， 住进了广西骨伤医院。 经历了

一次大手术后， 她的身体更加虚弱，

急需有人照顾 。 当时正值放暑假 ，

卢国巍和梁连肖两名学生放弃了回

家， 留在学校一边照顾林老师一边

打工。

当时， 林济萍做完手术后， 身

体无法动弹， 大小便失禁， 吃饭

便成了问题。

8

月的天气， 炎热难

耐， 梁连肖每天都帮老师擦洗身

体 ， 换上干净的衣服 。 有一次 ，

她给老师喂药时， 由于产生不适，

林济萍不断呕吐， 衣服上沾满了

呕吐物。 梁连肖换下林老师的衣

服和床单拿去清洗， 并把她的身

体擦干净。

（下转第七版）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林济萍和学生在一起开展读

书活动。 （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

今年是雷锋同志牺牲

50

周

年。

50

年来，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今天仍是时代最亮丽的风景。多

年来，在大中小学校园内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雷锋式的人物。从今

天起，本报开设《校园里的雷锋》

栏目， 刊登部分以实际行动践

行雷锋精神的典型人物事迹。

刘延东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强调

系统部署重点推进全面提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水平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8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 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延东强调， 要

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管理监督机制，

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在建设

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进程中迈出更大步伐。

刘延东指出，近年来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学位授予与研究

生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学科结构不断优化，实

现了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学术型应用型

人才培养并重的转变， 初步形成了部门行业

参与、 与职业资格制度衔接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体系，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得到加强，

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特殊、

急需创新人才， 促进了一批高水平学科建设

和发展，有效服务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支撑

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 为创

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延东强调， 学位和研究生教育是高层

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来源， 是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重要领域。 要准确把握世界教育科技竞

争合作新形势，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

求， 坚持 “完善制度、 提高质量 、 科教结

合、 支撑创新、 适应需求、 引领未来” 的基

本思路， 走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

路， 大幅提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和

支撑服务能力。 （下转第二版）

敬告读者

中国教育报3月1日全新改版

中国教育报是我们教育系统自己的报纸。 在我们心中， 读者的

需要始终是我们崇高的追求。 为了更新更好更全面地服务广大读

者， 经过反复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和精心准备， 中国教育报即将全

新亮相。 我们期待着明天的第一道晨光———

2012

年

3

月

1

日， 中国

教育报全新改版， 全国统一出版彩报。 我们同样期待， 以崭新面貌

出现的中国教育报能得到您一如既往的喜爱和支持。

详见二版

2011年来华留学生超29万

本报北京

2

月

28

日讯 （记者

焦新 ）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

2011

年， 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

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

29

万人， 共

有来自

19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2611

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

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的

660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来华留学

生总人数、 生源国家和地区数、我

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

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

立以来新高。

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教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在

中央统一部署下，以科学发展观统

领来华留学工作，坚持“扩大规模、

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

工作方针，保障来华留学规模稳步

扩大，学生结构不断优化，生源国

别日益多元的良好发展态势。

与

2010

年相比 ，

2011

年来华

留学生总人数增加了

27521

名， 同

比增长

10.38%

。 其中中国政府奖

学金生增加了

3297

名 ， 达

25687

名， 同比增长

14.73%

； 自费生增

加了

24224

名， 达

266924

名， 同比

增长

9.98%

。 来华留学生来源国家

和地区数与去年持平， 接收留学

生单位增加了

40

个。

今后， 教育部将继续贯彻教

育规划纲要精神， 切实落实 《留

学中国计划》， 进一步优化来华留

学环境， 注重规范管理， 提高来

华留学教育质量， 争取到

2020

年

全国当年外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

50

万， 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

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

右图 高

年级学生抱

着小子怡到

校上课。

左图 小

子怡高兴地

展示 “三好

学 生 ” 奖

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