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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⑥

上海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努力推动科教文卫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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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闻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

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

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

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

高效。

坚持用系统论的思想

方法看问题，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

论。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年就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

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

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

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

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

协同性”。

当前，改革更多面对的

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推

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各

领域改革关联性和互动性

明显增强，任何一个领域的

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

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

切配合。反之，如果各领域

部署不配套，各方面措施相

互掣肘，改革就很难推进下

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

会大打折扣。

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

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

就是要坚持以全局观念和

系统思维推进改革，推动各

领域各方面改革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增强整体效能。要紧紧扭住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

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

不适应的问题，让改革产生综合效应。

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

谋划、系统布局，一定要将各项改革

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明确整体

推进与重点突破，统筹兼顾、分类施

策，“十个指头弹钢琴”，使各项改革

彼此呼应、相互促进，实现方案协同、

落实协同、效果协同，实现“ ＋ ＞ ”

的成效，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不断释

放改革效能。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新华社北京7月  日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

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提出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日来，

上海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明确目标，找准着力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勇闯技术创新“无人区”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这是《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的明确要求。对此，复旦大学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杨珉说，面对当前高水平科

技创新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时代挑战，不仅要

在信息科技领域突破技术封锁，实现信息科技

发展与安全两手都硬，更要在颠覆性的理论和

技术创新中勇闯“无人区”。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高峰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学术

研究和教学工作，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国家输送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马万

经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将以智慧、远见和决心引领未来，对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将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高校基层党

组织，要以发展强底气，以奋进壮骨气，以斗争

扬志气，为交通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筑牢百姓的健康根基
如何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的要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院长陈跃来表示，医院力争以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中医药服务的改革成果，推动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为打造中医药和西

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

发展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中国好医生”获得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夏术阶说，三中全会提

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医

务工作者要始终秉承以患者为本的理念，力求

为患者提供更全面、更精准的高质量诊疗服务。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

院院长周嘉表示，当前恰逢中医药发展的好时

机，也正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大展身手的重要时

刻。作为一名基层医务管理者，将继续带领团

队做好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建设，高质

量推进针刺麻醉的临床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

找准教育民生突破口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二级巡视

员姚黎红说，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坚

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更加突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抓

教育，坚定不移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

及最广大人民群众。要从百姓最关心的入学、

托幼、养老等急难愁盼问题中找准改革的发力

点和突破口，迎着焦点上、盯着难点攻，办好

“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中小学生免费视

力筛查”“老年数字教育进社区”等民生实事。

党的二十大代表、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吴蓉瑾表示，随着智能时代

的到来，人才培养不再局限于传统学科知识的

掌握，而是更多地需要具备创新思维、问题解

决能力及跨学科综合能力。这种转变要求教

育系统必须进行深入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革，

以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需求的高素

质创新人才。同时，我们也要在保持文化特色

和教育价值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

色的数智教育发展新道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

焦”之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

向。《决定》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

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对此，上海市文联专职

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在畅谈学习三

中全会精神时说：“全会把文化放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关于文化自信，

着重强调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命文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个领域开

展工作。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人才梯队，我们

戏曲人深感责任重大。”她表示，要大力挖掘保

护传统戏曲艺术的精髓，精心守护传统文化的

审美内核，为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打牢基础。

在革命现实题材上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传递

革命传统，反映时代风貌，讲好中国故事，在推

陈出新中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艺

术作品，圆满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近年来，上海杂技团推出《时空之旅》《战

上海》《天山雪》等优秀作品，长演不衰。上海

杂技团团长梁弘钧说，三中全会提出，要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这一精神与“海派杂技”艺术追

求高度契合，我们将不断创新演出节目，提高

表演水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马戏演出品

牌。要积极推动“海派杂技”走出去，增强中华

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打造符合上

海国际大都市要求的杂技演艺平台。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更强调

精神文明的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世

界的丰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党总支书记、馆

长吴鹏宏说，文化馆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上海各级文化馆要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通过弘扬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国际传播影响力，打造

具有中国特色、卓越水平的文化馆服务体系。

提供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

展，是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也

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赋予的神圣使命。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马文运表示，要以高度

责任感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大力开展

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描绘上海新一轮改革昂

扬奋进新风貌；弘扬传统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继续推进红色起点纪实文学创作，书写上海城

市的光辉历史；加快上海文学馆建设，以文学

服务大众；加大文学戏剧影视转化力度，提供

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打造上海国际文学交流

中心，大力推进网文出海，讲好中国故事，扩大

优秀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表示，

上影是和新中国同龄的电影国企，肩负光荣使

命。近年来，上影确立并贯彻“精品内容”核心

战略，连续打造出红色题材、现实题材、传统文

化题材的现象级影视作品。他说：“我们将以

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改革，坚持以创新驱动发

展，以上影新科技、新基建、新内容促进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千百年来，住

有所居、劳有所得、弱有所扶、老有所养、幼有

所育……这些美好心愿涵盖了人民对于幸福

生活的憧憬期盼。“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是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

根本宗旨的朴素表达，是新时代“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也是对党一百多

年来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

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其内涵却无比广阔深

刻。它涵盖了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就学就

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直到安享晚年的所有

重要环节。因此，聚焦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

事，解民忧、纾民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来彰显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体现党和政府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准则，也是上海在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中，必须解答的重要考题。

强化制度建设，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的精度。规制，是一切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

本源，对于千丝万缕、纷繁复杂的民生工作而

言更是如此，要确保政策的“精准到位”，制度

必须先行。在《决定》中的就业、增收、社保、医

疗、教育等内容章节，都能看到深谋远虑的部

署和系统全面的规划。这表明，只有在制度建

设的有力保障下，民生工作才能实现问题导

向、精准发力，确保改革措施更加符合实际、更

加贴近民心。

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的力度。针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

题和短板，《决定》围绕如何保障人民利益，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

全面、系统性的改革和部署，并明确指出深

化改革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改革要以“增进人民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从人民的整

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

改革，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

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

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关注特定群体，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的温度。在《决定》中，许多特定人群的关切

与福祉被一再提及。他们是面临就业压力的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他们是相关保障

措施有待完善的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灵活就业

人员；他们是需要关爱的老人、妇女、儿童和困

境家庭……让所有微小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不

让一个人掉队，为所有社会成员支起“托底网”、

撑起“保护伞”，这就是民生工程存在的意义。

在拥有超    万人口的上海，每时每刻

都有无数的“日常小事”发生，大多琐碎而平

凡。但当它们聚合起来，就成为天下最为重要

的“民生大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上海要

坚定不移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对

标《决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精准对

接人民群众的需求，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

口，把群众的呼声作为改革的“风向标”，把群

众的期盼转化为改革的“施工图”，让民生好政

策如同春风化雨，滋润每一位群众的心田。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