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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上，良

田万顷，一望无际。曾经，两大平原的

铁路运力有限，公路压力大；如今，建虎

高速、嫩泰高速穿境而过，沿线各地通

行时间缩短 40%以上。这不仅为粮食

流通按下加速键，也便捷了砂石、木材

等原材料运输。

时空距离在“高速”中缩短，推动

“大粮仓”向“大厨房”升级。一家粮食

深加工企业负责人说：“走大广高速，产

品运回广东总部，原来需要七八天，现

在只要 4 天。”条条大路架起粮食运输

通道，沿线的高效农业区快速发展，精

深加工项目星罗棋布。企业降低了运

输成本，农民也是受益者——“本地采

购的多了，上门收粮的也多了”。从一

车车粮食到一箱箱产品，通衢大道提升

了耕耘者的获得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

求，也厚植了发展优势。

发展，既要打通“大动脉”，又要疏

通包括农村公路在内的“毛细血管”，让

高速路网与千家万户紧密相连。采访

时，一位农民回忆：“之前过江只能靠摆

渡、浮桥，走村里自建的砂石路，汽车颠

到‘飞’起来，人走上去直黏脚。”行路

难，曾经制约乡村发展。如今，在齐齐

哈尔市泰来县，硬化公路直通家门口并

与高速相连，让农家菜园的产品卖得

出、城市里的游客进得来，助力村民致

富。在黑龙江，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

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日益完善，便利

了群众出行，推动了乡村发展。

交通，既给农业增色，又为工业

添 彩 。 一 条 绥 满 高 速 ，串 联 起 哈 尔

滨、大庆、齐齐哈尔三大城市，衔接起

占 据 黑 龙 江 工 业 半 壁 江 山 的“ 哈 大

齐”工业走廊。一家装备企业的负责

人说：“门口国道连高速，原来只能靠

自产的大型部件，如今外部采买，同

样能保质保量、及时送达。”一张高速

公路网，促进城市功能的协调互补，

凝聚转型发展的要素合力，有效促进

了节本增效。同时，便利交通带动新

兴产业拔节生长。齐齐哈尔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高速公路支撑下，资本、人才、技术不

断汇聚；一个个开发区拔地而起，一

家家高新技术企业强强联合，延伸了

产业链，补强了创新链。高速公路串

联区域，区域带动产业，产业释放动

力⋯⋯高质量发展正在龙江大地上

添能蓄势。

时间见证沧桑巨变，催人奋楫扬

帆。谈到 1997 年建设省内首条高速的

情况时，黑龙江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副院

长刘国峰笑着说：“几个月吃住在野外，

拿 着 工 具 每 50 米 测 一 次 ，干 劲 特 别

足。”“落成时，十里八村的人高兴又好

奇，都跑到路边来看。”历经 20 多年发

展，今天，4512 公里高速公路在龙江大

地的山水间纵横拓延，织就起一张“两

环、八射、六横、六纵”高速公路网。在

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征程中，建设更加互联互通、高效智

能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黑龙江必将

谱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文/张艺开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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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

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未来，知识的更迭将更加迅速，

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要求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同时，

各种复杂的问题需要有更加全面的视野来进行分析

和解决。因而，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成

为众多高校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自觉选择。

近些年来，众多高校在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构建、课

堂教学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并有所建树，

但还需进一步深化，结出更多硕果。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

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

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

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

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如果说专业教育的目标是“育才”，

那么通识教育的旨归则是“育人”。推进新时代中国

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牢牢抓住人文精神、科学精神

和中国精神三个着力点。

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教育不仅要有专业目

标，也应包含人文精神，如此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

步。中国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强不息的精神、

厚德载物的襟怀、崇德尚义的观念⋯⋯传统文化的人

文之光烛照中华民族数千年，今天依然给予奋进新征程

的我们以温暖和力量。教育是人的教育，大学教育必须

以人为本，发扬人文精神。而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识教育理应为促进学生在人生境界提升、理想

人格塑造、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提供更多助力。

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一个国

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离不开科学精神的

滋养。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是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大学培育科学精神，

应当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发展中形成的优良

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等，成为尊重事

实、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的人，成为追求理性与实

证、探索与创新的人，成为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

人。与此同时，科学精神的培育，当与人文精神的培

育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通识教育来讲，无论是培育人

文精神，还是孕育科学精神，最终都应该落脚在厚植

中国精神上。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

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通识教育理应结合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引导广大学生

自觉弘扬中国精神，主动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高等院校必须推动通识教

育走深走实。坚持育人和育才有机统一，紧紧抓住人

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精神三个着力点，以中国精

神统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高校教育方能使学生博

学与精专统一，增强发展后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文/周叶中 据《人民日报》

为高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小手牵大手 文明路上一起走

新年伊始，本报编辑部对 2021 年《宜春广播电视报》进行了全新改版，开辟了

《师说》等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稿件，欢迎广大教师朋友踊跃赐稿。

《师说》栏目，刊登中小学教师文章（包括小小说、新故事、诗歌、散文、杂文、教学

心得等）或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仅针对拟评初、中级职称的教师朋友。

此外，《法治》栏目也急需征稿，欢迎各县（市、区）公检法部门踊跃投稿。《花

季》栏目拟向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征稿。

来稿者请在稿件末尾部分注明真实姓名、联系地址（或单位）、联系电话，以及

开户银行和账号，以方便我们及时联系和发放稿费。要求来稿一律使用 DOC 或

DOCX文档的电子版，一律不接受手写稿。

投稿邮箱：ycgdb123!163.com；

或通过微信发稿【微信号18907959476（法治）、15170534686（师说、花季）】。

本报编辑部

河北实现市县级绿色建筑专项

规划全覆盖，广东通过资金支持、税

收优惠等激发绿色建筑发展活力，

江苏提出加大光伏瓦、光伏幕墙等

建材型光伏技术在城镇建筑中一体

化应用力度⋯⋯近年来，多地推进

绿色建筑建设，推动建筑行业高质

量发展。

建筑业是能耗大户，无论是推

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还是

建设美丽中国，发展绿色建筑都是

题中应有之义。住建部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

案》提出，到 2022 年，当年城镇新建

建 筑 中 绿 色 建 筑 面 积 占 比 达 到

70%。这一创建目标，为建筑行业

的低碳减碳行动按下加速键。对

于建筑行业来讲，主动转型力度有

多大，行业发展道路就有多宽、前

景就有多广。

推动建筑业绿色转型，是一项

牵涉全产业链的系统工程，不仅要

关注施工和后期运营阶段，也要考

虑前期生产阶段。只有将低碳等理

念融入设计、建材、施工、运营全过

程，才能让更多建筑“绿”起来，为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文/胡建兵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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