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标语

文明规范停车，禁止乱停乱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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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共
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困难和挑战进
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时代潮流，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
向不断迈进，才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
是同心合力， 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
济。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激流
勇进，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勇毅前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
出的 4 点主张， 为各国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
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注入了中国力量。 必须清醒认识到，
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
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只有
团结协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才
能让和平的阳光照亮世界；发展是破解

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只有
守望相助， 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才能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时代，造福各
国人民；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
器化，终将损人害己，使世界人民遭殃，
只有同舟共济， 共同实现合作共赢，才
能战胜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
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只有包容并蓄，共同扩大开放融合，
才能给各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给
人类带来更繁荣的未来。

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作为国际
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力量，金砖国家
应该坚定信念，直面风浪，以实际行动
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
主自由，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
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要不忘成立初
心，牢记合作使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一道推动国际社会同心合力、 迎难而
上，让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让进步的

力量越聚越强，携手开辟更加光明美好
的发展前景。 当前，金砖合作进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主席郑重宣示：
“中国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热忱
欢迎大家在中国投资兴业，加强经贸合
作，共享发展机遇。 ”工商界是促进金砖
务实合作的生力军，企业家们要发扬坚
韧不拔、勇立潮头的精神，做开放发展
的推动者、创新发展的领军者、共享发
展的践行者，给金砖合作加油加力。

历史长河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
汹涌，但总会奔涌向前。 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携手同
心、行而不辍，世界各国一定能够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来人类更加
光明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2022 年 06 月 24 日
第 01 版）

与普通本科毕业生同样的文凭和学士服、同
样的拨穗仪式……这个 6 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大学 2022 届的 903 名“专升本”毕业生拿到了自
己的学士学位证书， 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首届本
科毕业生。

2019 年起，教育部批准 22 所学校开展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试点。 据了解，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
学、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等试点学校近日也迎来了
首届本科毕业生。这对于职业教育意味着什么？新
华社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补上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
键一环

“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创新和
突破发展，2022 年第一届毕业生诞生，这是我国职
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指出， 职业本科教育
是教育外部需求和内部需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
果， 补上了我国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
键一环。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提“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2019 年 1 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今年首届本
科生毕业，可谓试点“开花结果”。

“职业本科学生毕业，探索出了长学制培养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路径，标志着我国‘中职—高
职专科—高职本科’ 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
系已经确立。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曾天山说， 职业本科教育有助于优化高等
教育结构，促进就业创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解释，
职业本科教育在知识水平上要达到本科水平，在
技术技能水平上要高于高职专科水平。 在专业设
置上，紧盯市场需求、紧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
在教学安排上，重点培养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实践
操作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职业本科教育主要面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
端，培养有潜力成为‘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高
端技术技能人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负责人说。

回应人民群众高质量就业和教育的需
求

为什么我国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关键还是
社会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
认为，职业本科教育的出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

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 回应了人民群众
对高质量就业和教育的需求。 “随着技术技能对复
杂工作、对创新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职业本科
教育可以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 ”

2022 年，全国 32 所职业本科学校备案设置四
年制专业点 608 个。 这些专业主要培养解决复杂
问题、掌握复杂操作、确需长学制培养的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主要面向科技成果和实验成果转化、
加工中高端产品、提供中高端服务的相关岗位。

根据目前就业市场需求，受访专家普遍预计，
未来职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竞争力较强。

学生和家长们对职业本科的认可也在提
高———2021 年， 全国职业本科教育招生 4.14 万
人，在校生人数已达 12.93 万人。

“从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来看，已经充分表明职
教本科毕业生是能够得到社会认可、 行业企业欢
迎的， 也充分彰显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良好的发
展前景和旺盛的生命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负责人分析。

有序合理扩大职业本科教育规模

“将本市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
考范围……”6 月初，北京市发布的《关于推动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令许多人眼前一亮。

事实上， 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职业教育
法已经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
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职业本科毕业生与普通本科毕业生一样， 均可按
要求报考硕士研究生、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职业本科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特点也体
现在招生中。 目前，符合条件的高中阶段教育学历
以上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中职毕业生、普通高
中毕业生均可通过普通高考， 高职专科毕业生可
通过“专升本”等考试进入职业本科学校。 有关方
面也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人员报考。

根据中办、国办 2021 年印发的《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 2025 年，职业
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的 10%。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展望，
下一步，将有序合理扩大职业本科教育规模。 “依
据新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政策文件， 聚焦关键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支持以优质高职专科
学校为基础，新设一批职业本科学校；支持符合产
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科
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升级部分骨干特色专科专业，
试办职业本科教育； 鼓励支持普通本科学校申请
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 ”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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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
基本结束。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
局、质量好于常年，杂粮杂豆产量略增，
油菜籽产量明显增加。

沉甸甸的麦穗背后，是克服去年秋
汛三分之一小麦晚播、农资价格上涨等
诸多挑战的持续努力。

来之不易的丰收

盛夏时节，种植户张辉终于迎来期
盼已久的丰收。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
里乡的麦田已经收割完毕，他一边用手
捏着饱满的麦粒，一边跟大家分享亩产
超过 1200 斤的消息。

在全国麦收基本结束的当口，收获
的喜悦像夏日暖风吹过各地田野。

而在去年秋播时，罕见秋汛导致河
北全省晚播小麦比例高达 76%，越冬前
一 、二类苗占比不足四成 ；在 “中原粮
仓” 河南， 全省 1000 多万亩小麦晚播
……

开局不利， 让不少种植户捏了把
汗。 “但从各地实打实收情况看，今年夏
粮产量形势较好、超出预期。 ”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说，“坦
率地讲，今年行政推动力度之大、政策
扶持力度之大、 科学指导服务力度之
大，都是多年少有，有力地扭转了不利
局面。 ”

针对秋汛影响，农业农村部组织专
家制定小麦抗湿应变播种、 晚播麦栽
培、促弱转壮等 15 个专项技术方案，指
导地方能种尽种。冀鲁豫陕晋 5 省通过
调整种植结构、扩大非灾区播种面积等
方式，能播尽播稳住冬小麦面积。

在增产方面，各地大力推进冬小麦
“一喷三防”全覆盖，主产区小麦灌浆时
间延长 3 天，灌浆强度增加 5.7%。 专家
多地对比试验结果，“喷”与“不喷”千粒
重相差 1.3 至 1.5 克， 按主产区平均提

高千粒重 0.45 克测算， 可弥补前期弱
苗产量损失 30.2 亿斤。

“客观上来说，中后期还是风调雨
顺天帮忙的。 尽管播种期遭遇罕见秋
汛，但巧遇‘暖冬’、喜迎春雨和凉爽初
夏。 开春后光温水匹配较好，小麦春季
苗情转化持续向好， 弥补了冬前不足；
小麦灌浆时间长、 强度大， 提高了粒
重。 ”吕修涛说。

关键农时接连“闯关”

从秋汛开始， 夏粮生产就开始了
“闯关”之路。 春季田间管理、返青期精
准指导、农资补贴、病虫害防控……在
每个关键节点， 采取超常超强的举措、
力度空前的政策和科学有效的技术，为
丰收争取了主动。

在河南省汤阴县孟庄村，种粮大户
申国希将丰收首先归因于农技人员的
“保姆式”指导。 为应对前期苗情偏弱，
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以 “种” 补晚、以
“好”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最
终 4800 多亩小麦喜获丰收。

技术加持外，“闯关”的奥秘也在农
田里。张辉所在的合作社将流转来的土
地改造为适宜粮食种植的绿色高产农
田，不仅便于大型农机耕作，还节水增
肥。他们还在田间安装了土壤温湿度检
测仪和高空昆虫控诱设备，精细地进行
田间管理。

为缓冲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
响，中央财政两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一次性补贴共 300 亿元。各地也加大支
持力度， 比如河北统筹中央财政 4 亿
元、省级财政 1.5 亿元农业生产救灾资
金，全力推动小麦促弱转壮和病虫害防
治。

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地及时协调解
决跨区机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根据小
麦成熟时间， 及时发布机收作业信息，
加快收获进度。

藏粮于技一直在路上

在山东省平原县桃园街道的农业
规模化服务中心，铲车举起翻斗，地头
上收割的新麦随着一辆辆运粮车直接
送往烘干塔进行烘干入库。烘干塔现场
调度员董善辉介绍，粮食从田间到粮仓
“不落地”，与传统晒粮方式相比，能减
少 4%的损耗。

减损即增收。 “今年来平原县的都
是百万级别的联合收割机，漏粮率只有
千分之一，每亩地能多收 20 斤。而且秸
秆粉碎后进行球面抛撒，更有利于玉米
播种造墒。 ”机收现场调度负责人刘达
说。

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苗庄村的
“小麦绿色高产示范方”，小麦新品种以
实打实收产量 751.8 公斤，创下了邯山
区亩产新纪录。 吕修涛介绍，今年推广
了一批主导品种，选择 200 多个县开展
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片平均亩
产都在 1000 斤以上。

夏粮丰收拉开了收获的序幕，但秋
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夏种、夏管
的努力还在继续。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乡金
沙河农作物种植基地，农机手正驾驶播
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按照两行玉米、
四行大豆的种植方式进行玉米大豆“套
种”。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何岗村的
稻田里，水稻插秧机所经之处留下一行
行插种整齐的秧苗。今年采用的同步侧
深施肥技术，在插秧同时，可以将肥料
精确定量地施用在水稻秧苗根部一侧
几厘米的位置， 有效提高肥料利用率，
同时减少因化肥流失造成的农业面源
污染。

一寸寸耕作的土地上，正透着再次
丰收的希望。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2022 夏粮增产丰收观察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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