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是热点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内接受采

访时表示，优秀传统文化要进校园。“要把传统
文化教育融汇到教学体系中去、贯穿到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未来将实现戏曲、国画、书法、中医
药、传统体育、武术、太极等进校园，给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好的落点、氛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
大学教授葛剑雄则表示，传统文化的内容并非
百分之百适应现代社会。在他看来，传统文化
需要通过“承”来有所选择，去糟粕、取精华。研
究与教学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年龄、身份的人
群，所需学习的传统文化也不尽相同。“我就很
反感，念书一定要穿汉服，我这一辈子也没穿
过，有些我也学得不错嘛！”全国人大代表、南
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也提到，理工大学也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研究生备受关注
在今年 !月 !"日总理召开的座谈会上，

主要听取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
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建议。“你有钱不给学生，你
拿它干什么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召开的座谈会上反问道。挑
起话头的是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施
一公。“这次考虑到物价等因素，应该再次提
高研究生补助金了。”而在今年两会下发给记
者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提高博士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

除此之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石碧提出，不光是中小学的问题，从小学到
大学，再从研究生到博士，中国的学制太长，现
在社会老龄化现象加重，我们的博士毕业都
#$岁了，很多错过了组成家庭的时间，#%岁
博士毕业比较好。他建议“中学阶段学制减少
两年，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也减少两年。”

!双一流"引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

洪宇提出了在一流学科认定时，学术上的问
题应该让学者说话，采用第三方专业评估，
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建
设中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现象，应总
结经验教训。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则表示，“双一流”建
设不搞“终生制”。他说，“‘双一流’不搞‘终身
制’，也不靠几个指标来评估，而是借助第三
方和专家进行评估，最后服务于国家战略。不
管是部属院校还是地方院校，具备条件就可

以进。”他还指出“双一流”不是再走一遍
“$&%”“'!!”的老路，所以拿着“$&%”“'!!”的
船票上不了“双一流”的船。对于地方高校来
说，建不了一流大学可以建一流学科，我们支
持地方高校向一流高校迈进。“双一流”是国
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目标是推进教育现代化，
向世界一流迈进。陈宝生表示，今年上半年将
公布第一批“双一流”高校、学科名单。

财商教育需重视
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许罗德认为，高校

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为其提供的金
融服务应具备普惠性。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商
业银行因为在产品研发、风险控制和社会责任
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在高校消费金融
服务中应扮演主要角色。商业银行要开发有针
对性的高校消费金融产品，合理设置消费信贷
额度，使这些产品符合普惠金融属性。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
国则提出：大学生“裸贷”不应该在大学中出
现。他说：“这种现象不应当在高校中出现，对
于给学生贷款的行为，政府应该加强管理。我
们希望大学生在校园内能有清洁、干净的环
境，应该尽量避免这些带有污染性的东西去
干扰学生。”

就业创业成热词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深入，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等落实，不少大学
生投入创业浪潮。然而，与越发高涨的创业热
情同时出现的，却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偏低
的客观事实。“大学生创业”自然成为了“两
会”热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建一批双
创示范基地，鼓励大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设
立专业化众创空间。全国人大代表杨雪梅提
到，众创空间建起来了，高校开设了创业课
程，谁来教？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队伍如今
面临严重紧缺。解决师资难，她建议建立健全

创新创业导师制度，由政府牵头，企业、行业、
高校联合制定专门的创业导师管理办法，明
确创业导师的聘任条件、报酬形式、绩效评
价、动态调整、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程序
等具体事宜，力求全方位、体系化地发挥创新
创业导师的作用。

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个硕大的
问号也摆在了两会代表们和委员们面前。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高校毕业生 ($%万
人，再创历史新高，要实施好就业促进、创业
引领、基层成长等计划，促进多渠道就业创
业。全国人大代表关爱和提出，高校要始终
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要在夯实
专业基础的同时，加强就业和创新创业教
育，把就业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
穿教育教学诸环节，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就业创业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安纯人关
注到了大学生村官现状。他提出，不少大学生
村官被身份不明确、群众基础薄弱、相关资源
少等因素制约，工作推进起来难度很大。建议
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多元支持力度，赋予大
学生村官一定话语权及一定事权，落实好各
项对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

高校思政有改观
)月 !'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教育改

革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其中提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亲和力不够、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他
表示，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能够为高校大学
生的成长助力，为他们加油。我们到高校去
调研，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不高，人到了心
没有到，什么原因呢？内容不适应他们的需
要。主要可能是“配方”比较陈旧，“工艺”比较
粗糙，“包装”不那么时尚。所以亲和力就差
了，抬头率就低了。
陈宝生就此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引导大学生学习党的基
本理论，要把学习注入实践的活力，充分运
用实践中群众的丰富创造。要与实践结合起
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是来自于实践，是能
够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筑起一个“同心圆”。第二，育德和育心相
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对大
学生加强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同时引导他
们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修身养性。通过
思想政治工作，为大学生修筑起一座“承重
墙”，将来走向社会能够承重，能够经得起各
种考验。第三，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课堂内，
要改革思政课的内容和授课方式。内容没有
针对性，授课方式不适应，学生就不爱听。今
年我们要打一场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
攻坚战。课堂外，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大学生“浸泡”在文
化中成长，为大学生搭建起思想交流的“立
交桥”。第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线上，就是
运用好信息化手段，运用好网络阵地，给大
学生输送正确的营养、健康的营养。线下，就
是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健康的活动载体，
让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
健康成长。

人才流动何去何从
除了双一流高校建设、传统文化进校园、

高校思政课改革等热点话题外，儿科医生培
养、大学师资队伍等话题也引发了广大代表
委员的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中医药管
理局副局长罗良娟认为，应扩大儿科学专业
招生。她觉得，儿科医生需要的职业素养和道
德素养更高，而收入却属于较低水平。应提高
儿科医生待遇，同时逐步扩大招收儿科专业
学生的医学院校数量及招生规模，并适当减
少儿科专业学生学费，给予一定补贴。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
作研究所前所长严诚忠提到：“如果没有国际
化的师资队伍，我们怎么能培养出具有全球
视野的人才？哪怕是中科院院士上课，用中文
教，也培养不出国际化人才。引进来自非中国
文化的师资力量，一定可以激发创新。”全国
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提出，高校人
才的合理有序流动本属正常现象，但“头衔”
高价争夺战，可能导致人才流动走向功利化，
影响教育科研氛围。要设置高校人才工资“上
限”，防止人才因“头衔战”、“价格战”引发恶
意流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指出，高校人才
交流不要搞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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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生有关的两会那些事儿

! ! ! !!"#$年全国两会!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于 !%&$年 '月 '日
&(时和 '月 (日 )时在中国首都北京开幕" 两会上传
出了不少和大学生全体息息相关的声音! 这其中有代表
委员们的建议!也有部长们的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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