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与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

印记”特展近日在虹口区多伦文化艺

术空间举行，特展集中介绍了宋庆

龄、李大钊、鲁迅等，其中多位名人

与虹口有着深深的历史渊源。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由科

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1 浦江创新论坛将于 5 月 31

日至 6月 4日在沪举行。今年的论
坛主题为“创新，为了人类美好生

活”，主宾国为阿联酋，主宾省（市）
为重庆市。作为链接世界科技界、

产业界、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创新生
态盛会，浦江创新论坛将持续聚焦

“创新网络”“青年力量”“未来趋

势”，不断推动世界和中国科技创

新发展，不断传递科技自强自立的
信心。

本届论坛主要内容由“1+2+

13”组成，即一场开幕式及全体大

会，两场特别活动（全球技术转移
大会等），以及围绕区域创新、创新

政策、创新创业、青年人才、未来科

学（脑科学、气候变化）和新兴技术

（区块链、疫苗与全球健康、金融科

技、 科学数据）等十余场专题论

坛、合作论坛及成果发布会等活
动。本届论坛继续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

全体大会和各专题论坛，将聚
焦“创新，为了人类美好生活”主题，

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世界科技前

沿、人民生命健康、人才培育与集聚
等重点议题展开研讨。

以创新需求为导向的“全球技

术转移大会”线下组织近万平方米
的展览会，设立了欧洲综合馆、日本

馆、韩国馆等国家馆，线上展示全国
待解决的技术需求近万项。同期还

将举办世界技术经理人峰会，以推
进国内外技术交易。

浦江创新论坛创办于 2008年，

是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打
造的高层次国际论坛。十三年来，论

坛始终关注创新网络、未来趋势以

及青年力量，不断推动世界和中国
科技创新发展，不断传递科技自强

自立的信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
新的时代需求，论坛将以更开放的

格局，加快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

领域的重要信号释放地、重要话题
引领地和重要论述策源地。

月底2021浦江创新论坛将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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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世界和中国科技创新发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蔚）近

三年间，华东师范大学民族地区
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在“扶贫先扶

智，扶智先通语”理念的引领下，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语言扶贫工

作，在全国创造了用推广普通话
助力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

功范例。昨天，该中心荣获“2017-

2020年度上海市助力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

成立于 2018年的华东师大民
族地区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依托学

前教育、语言教育、语言文字工作
等学科优势，在张建民教授团队领

衔下，以专业人才队伍和信息化教
育手段，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打

造了多个“专业机构+专业调研+专
业方案”前期孵化、“专业团队+学

生主力”师生共研、“模块化+全天
候+个性化”线上线下教育相融合

的大规模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
培训体系。

华东师大以新疆泽普为试点，
打造民族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能力远程教育学习支持体系，融合
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该项目根据当

地民族教师的实际状况，将声调训
练作为突破口，快速改变学员的普

通话面貌，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

从事语文和数学教学的学员在说
课和讲课时使用普通话的准确性

和流利度。通过一年的语言扶贫实
践，华东师大开发了国家通用语言

培训新体系，研制编制了涵盖语
文、数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3

门学科，覆盖小学、初中、高中 3个

学段，共 9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
训教材和培训大纲，研发了民族教

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数据库，
为新疆地区民族教师学科国家通

用语言教学能力的提升，量身定制
了具有开创性的培训系统。

2020年 4月，教育部组织 50

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对口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开展教师普通话
提升在线示范培训。此次培训是华

东师范大学在新疆泽普开展民族
教师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的实验项

目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应用。
2020年 6月，来自“三区三

州”的 700 名幼儿园骨干教师在
“空中教室”完成了为期 10天的普

通话培训。这是华东师大受教育部
语用司委托，组织开展的“三区三

州”地区幼儿园普通话“种子”教师
示范培训项目。经过普通话理论与

实践、幼儿语言能力及训练策略等

培训，这批教师将为“三区三州”更
多的幼儿园教师做培训，形成“一

粒种子满园春”效应。华东师大国
际汉语文化学院研一学生张露丹

是本次培训的小老师，她负责的 5

位学员都是新疆伽师县的幼儿教

师。“我的学员们其实在民族地区

推普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
他们的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发展

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阶段能从教
师那里获得标准的普通话语音、语

调输入，将对他们的普通话学习大
有帮助。”

随着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开启，
华东师大持续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战略。
近期，由华东师大发起，将与新

疆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云南师
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

大学合作共建“民族地区语言文字
教育协同研究中心”，合力打造民族

地区语言教育智库，强化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相关学术研究、人才

培养，共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的发展。

    华东师大民族地区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获上海市助力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

“推普”助力脱贫范例在全国推广

看特展 寻文化名人历史印记

（上接第 2 ?） 要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期盼
和现实问题，系统总结改革成

果和抗疫经验，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持立法

与改革决策相统一，加快推进医

疗保障立法工作，为新时代医疗

保障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
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陈斯喜，国家医疗保障局

局长胡静林等参加调研。
上海市领导徐泽洲、高小玫、

陈靖、宗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殷一璀等参加相关活动。

加快推进医疗保障立法工作

（上接第 2?）

李强指出，要紧紧围绕防止出
现规模性返贫，助力当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要求，协力探索防返贫监测预警工

作机制，加强对易返贫致贫群体的
动态管理和即时帮扶，和对口地区

一道，把全面小康的基础打得更扎

实更牢固。加快完善对口结对关系，
最大限度实现帮扶资源优化调配。

李强指出，要紧紧围绕“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由助力脱贫攻坚全面转
向助力乡村振兴。突出抓好产业振

兴，注重特色产业的后续长期培

育，支持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经营、标
准化生产、品牌化建设。持续提升消

费帮扶能级，利用上海大市场、大
平台、大流通优势，促进市场前端、

营销后端、消费终端有机联动。强
化重点项目示范引领，因地制宜推

动乡村交通出行、供水保障、物流
体系、人居环境全面提升，让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强指出，要紧紧围绕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双向互

动、全面合作、共同进步、共赢发
展，开创合作交流工作新局面。在

畅通经济循环上加强协同，把对口

地区特色农产品、特色资源等优势
与上海的人才、资金、技术、市场、

平台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供需
联动、产销对接。在扩大开放上深

化合作，把对口地区的沿边开放优
势、内陆开放优势与上海全球资源

配置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紧密

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好枢纽、平台
和通道作用，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实

现更大发展。
会上，浦东新区、上海援滇干

部联络组、上海蔬菜集团分别作了
发言。

与对口地区干群携手开创更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