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决全球水资源危机、 分配不均
和基本卫生设施匮乏等问题成为 “联合国
世界水日峰会”的热点议题。 数据显示，全
球 147 个国家基本实现了联合国制定的安
全饮用水的目标，95 个国家基本实现了拥
有基本卫生设施的目标，只有 77 个国家同
时实现了上述两个目标。同时，水援助组织
（WaterAid）报告显示，城市人口数量预计
在 2050 年达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安全
饮用水供给压力加剧。

因此，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上海荷瑞
会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 “世环会碧蓝行
动———安全饮水援建工程”环保公益活动。
双方表示， 企业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水资源
的享用者， 更应是安全饮水问题的共同解
决者， 希望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爱心人士
共同参与， 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
企业经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

系中，通过“世环会碧蓝行动———安全饮水
援建工程”把环保公益做到百姓身边，让爱
和善的力量帮助更多群众。

据了解，该援建工程的首期重点在淮河
流域和新疆地区，首期目标是为淮河流域和
新疆边远地区饮水困难的 100 个村庄提供
帮助，为当地民众改善和解决饮水难、改善
水质等问题。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捐赠了
首个项目，资助安徽界首建设 2 座“双膜灭
菌生物净水装置”， 此项目目前正在全力推
进中，建成后将解决 3000群众的饮水问题。

据悉， 世环会历经十年已成长为我国
环保领域领先的品牌展会平台， 即将于 6
月 7 日至 9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
办，规模达到 20 万平米，全球 3200 多家知
名企业全领域展示工业、民用、市政水处理
等环保技术与产品， 共同探讨水资源与环
保技术的发展趋势。

世环会“碧蓝行动”打造安全饮水援建工程

■ 江苏高校自主评审职称， 将根据国家对人才评价改革的总体
要求， 创新评价方式， 按照不同学科领域、 针对不同类型教师岗位
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 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
业内评价机制， 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 对特殊人才通过特
殊方式进行评价。 鼓励高校采取个人述职、 面试答辩、 同行评议、实
践操作、业绩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提高职称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360°观察

生态市民这个概念，是强调作为市民的生态意愿、生态自觉
和工作生活方式的生态特征。 建设美丽上海， 必须培育生态市
民，只有更多的生态市民成长，才能夯实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社
会基础

核心观点

美丽上海呼唤更多生态市民
徐根兴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拥
有绿色、低碳、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天蓝地绿水清的

生态环境更加怡人”；“鼓励绿色出行、绿
色消费、绿色居住，推广绿色账户，加快

海绵城市建设”……建设美丽上海，必须

培育生态市民， 只有更多的生态市民成

长， 才能夯实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

基础。

如何做个生态市民

生态市民这个概念， 是强调作为市

民的生态意愿、 生态自觉和工作生活方

式的生态特征。 首先，必须尊重自然。 尊

重自然是文明的体现， 是人类内在修养

的提升；尊重是一种态度，是建立良好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石； 尊重自然是对

智慧的向往， 因为大自然的奥妙人类掌

握得还不多，还需要不断学习。
“拥有绿色、低碳、健康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作为生态市民的上海市民

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第一，个人的生存

与快乐必须建立在生态友好的基础上。
把对生存的需求和生活的欲望调整到合

理范围内， 当个人需求和欲望与自然生

态发生冲突时，能主动调整方向；第二，
认真学习与掌握关于自然与生态的基本

知识 ，认真感悟大自然的机理 ，发现大

自然的规律 ；第三 ，培育对自然环境审

美能力 ，把维护自然 、关爱生态作为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 ；第四 ，具有尊重生态

的职业伦理。 在工作和业务的观念、态

度、技能、纪律和作风等方面都能体现出

尊重生态环境的自觉和素养。

如何培育生态市民

生态市民的成长需要持续的努力，

应构建包括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和市

民五位一体的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 的 格

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市

社区和农村全面推动生态实践。
———学校是培育市民生态人格的重

要场所。 在中小学，生态培育的着力点

在于对中小学生植入生态意识 和 生 态

良知，塑造他们的生态人格。 在高等学

校 ， 重点是培养未来 对生 态 建 设 产 生

重大影响的市民 。 通 过 学 校 的 生 态 学

习 ， 可 以 不 断 提 高 市 民 对 生 态 的 认

知 ，建立对保护生态的信念 、情感和意

志 ，自觉地遵守自然法则 、节制个人的

行为和习惯，更好地学习和协调人与自

然的关系。
———社区是培养生态市民的重要途

径。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透出的生态理

念在社区中获得响应和支持，会带动社

区的更多家庭和人， 形成稳定的磁场，
巩固社区生态基因。 社区生态风尚是一

种导引， 它会潜移默化地蔓延开来，影

响更多的社区和更多的人，进而引导社

会风尚。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生活场

景嵌入社区，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中，

去培育对生态环境的珍惜、 护卫和社会责

任感。
———所有的机构和市民都有普及践行

生态文明理念的义务。 必须为所有人提供

生态文明建设所必备的信息、知识、理念与

信念、能力与责任的保障。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体现在不分性别、职业、年龄、民族、阶层

的市民，都要参加；所有具备生态文明建设

知识的职业、非职业人员，都是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的力量， 使上海全体市民处处可以

学习和汲取生态文明建设的营养， 时时具

有涵养生态文明的氛围。

如何创新生态教育

坚持常规宣传教育。 从事件教育到持

续教育，从知识教育到技能教育，从意识教

育到行为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的常规宣传

教育必须做到节奏、效率、信心、力度四个

方面的衔接与平衡。具体应该做到：第一是

保障准确而及时的信息传播， 包括生态环

境状况的信息发布，国家相关政策、措施的

传导，专业人士的相关评价；第二是各种

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的舆情监测、 公众

疑虑的解释与引导； 第三是多样性的事

件宣传；第四是努力推进公众参与。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方面存

在内容空洞、缺乏特定对象、创意呆板等

种种问题。宣传内容的通用化、通俗化是

对的，但呆板的通用化、不去精心编排的

通用化，就变成了内容的空洞无物，失去

了应有的效果。
创新生态教育， 特别需要发挥生态

文化产品在生态市民培育中的 独 特 功

效。通过生态文化产品，可以情景交融地

把环境史教育、 文明史教育、 规划史教

育、建筑史教育、生物史教育、餐饮史教

育、城市成长史教育非常贴切地、逻辑地

粘连起来， 潜移默化中起到深入心扉的

教育效果。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都有新

的尝试。 比如：百集儿童环保科幻剧《星
际精灵蓝多多》， 观众超过 1 亿人次；上
海举办《冈特生态童书》校园生态微话剧

大赛， 将生态环保行为融入学习和生活

当中；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

音乐艺术类高校环保社团———环保先锋

队， 把音乐作为一种载体来诠释环保的

理念。
总之，推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培育

更多的生态市民，需要更扎实、更持久的

努力。
（作者为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

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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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唯论文唯学历倾向
江苏高校自主评审职称

江苏将从今年起下放所有本科院校

教师职称系列和实验技术职称系列高、
中、 初级职称评审权， 并对民办高校一

视同仁。 江苏省 5 日召开全省高校教师

职称制度改革推进会和新闻发布会明确

此项重大改革举措。 据悉， 此次职称评

审权下放涉及的本科院校共有 66 所。

率先对高校教师职称改
革进行系统制度设计

6 月 1 日， 江苏省制定印发了 《关

于聚力创新深化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 《关于下放本科院校教师

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 修订出

台了 《江苏省高校教师省定评价标准》，
在国内率先对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进

行系统制度设计， 计划通过 2 至 3 年努

力， 健全完善符合高校教师不同岗位特

点的人才评价体系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释放和激发高校教师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

长朱从明表示， 职称作为衡量专业技术

人才能力和水平的标尺， 是专业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的阶梯和通道， 承担着引导

和激励专业技术人才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的重要功能。

高校自主评审职称全省
范围内有效

职称评审权下放后， 各高校将自主

开展评审、 自主颁发证书。 为加强与其

他专业技术系列高级职称衔接， 明确高

校自主评审系列职称全省范围内有效。
朱从明说， 下放职称评审权是这次高校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江苏坚

持 “放” 这个大方向， 把该放的放好、
放活、 放到位。

针对江苏省高校实验技术系列教师

职称层级设置不健全问题 ， 修 订 出 台

《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评价标

准》， 将目前未设置正高职称的高校实

验技术系列设置到正高级。
江苏高校自主评审职称， 将根据国

家对人才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 创新评

价方式， 按照不同学科领域、 针对不同

类型教师岗位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评

价标准。 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

业内评价机制， 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

会评价。 对特殊人才通过特殊方式进行

评价。 鼓励高校采取个人述职、 面试答

辩、 同行评议、 实践操作、 业绩展示等多种

评价方式， 提高职称评价的科学性、 针对

性。 对高校不具备评审条件的学科 （专
业）， 可采取委托或联合评审的方式。

允许各高校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结

合学科专业特点和岗位要求， 制定各具

特色的评审条件。 对从国内外引进、 没

有职称或越级申报职称的高层次人才，
可根据本人实际水平、 能力和业绩成果

直接申报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 各

高校要从严把关， 其研究成果应在全校

公开展示。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
制度，建立师德档案

江苏高校自主评审职称， 将树立鲜

明的高校教师职称评价导向， 注重对高

校教师师德素养、 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的综合评价。 将师德摆在高

校教师评价的首位， 完善师德评价考核

办法， 将师德评价贯穿于教育教学、 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全过程。 推行师德

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 建立教师 师 德 档

案。 通过个人述职、 考核测评、 民意调

查等方式全面考察教师的师德， 倡导科

学精神 ， 强化社会责任 ， 坚守 道 德 底

线。 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 实

行师德失范、 学术不端 “一票否决制”。
严格教育教学工作量考核， 要求所

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教育教学工作， 提高

教师教学业绩在职称评价中的比重， 充

分调动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
建立健全教学工作量评价标准， 把教授

为本专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明确教

授、 副教授等各类教师承担本专科生课

程、 研究生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课时要

求。 探索建立 “代表性成果” 评价机制。

强化监管保障评审公平公正

在事中监管方面， 严格各高校评委

会评审范围， 不得超范围评审其他辅系

列高级职称； 严格各高校评委会评审程

序， 对高校评审专家库和执委会校外专

家有严格的比例要求， 不得降低要求违

规设置评审专家库； 严格各高校评委会

按照岗位设置管理有关规定， 在核定的

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内自主开展评审，
不得超岗位和超比例评审； 严格各高校

评委会评审标准， 严格评审公示制度，
不得违反流程、 暗箱操作。 在事后监管

方面， 要求各高校评审结果公布后 1 个

月内， 及时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

果分别报省市人社、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并在相应的网站上公开发布。 对于不能

正确行使评审权、不能确保评审质量的，
要暂停自主评审工作直至收回评审权。

此外， 江苏还将建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专家库专家资源共享机制， 健

全高校职称评审的公共服务体系。
（本报南京 6 月 5 日专电）

开启梦想时代 照亮中国前程
———写在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之际

有这样一段经历，浸透着汗水，在
记忆中深深铭刻，直至几十年后回首，
仍能清楚记得当年的准考证、 录取通

知书；有这样一个名词，见证过一代代

人的青春时光， 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

盼与梦想。
高考！高考！４０ 年前，高考制度的

恢复，开启了梦想的时代，照亮了中国

的前程。

梦想破土而出 ：１９７７，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

１９７７ 年，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

大门，重新打开。 ５７０ 万出身不同、年

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
正在地质队担任物探操作员的黄

大年白天上班，晚上在营营蚊雷中、昏
昏油灯下刻苦攻读……最终，成为 ２７
万“幸运儿”中的一员，通过高考叩开

了大学的校门，后来成为战略科学家，
人生命运就此改变。

那个冬天，不仅是这些“追梦人”
个体命运的拐点， 也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拐点。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与会者纷纷

主张立即恢复高考， 得到邓小平明确

支持。 从 ８ 月中旬开到 ９ 月下旬的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在激烈的争论

后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推荐上大学”
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

当年 １０ 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关于 １９７７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

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

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

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

校录取。 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
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

的青年，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个

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

来了！ 据统计，１９７７ 年和 １９７８ 年两届

考生共有 １１６０ 万人。
对于当年高考的盛况，７７ 级山东

考生刘相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种空

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
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
同挤‘独木桥’。 我所在的那个小县城

当时有 ９０ 多万人口，参加考试的人非

常多，但最终过了成绩、政审、体检关

进入校门的还不到 ５０ 人。 ”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渴望， 那是压

抑了太久的梦想， 那是一个国家重张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旗的序曲……
１９７８ 年，从部队复员仅仅两个月

后，刘震云参加了高考，并以河南文科

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
“如果没有 ７７ 年、７８ 年高考，那

我可能会像我表哥一样， 在建筑工地

搬砖。 ”刘震云说。
同样在 １９７８ 年，北京电影学院到

西安进行全国 恢 复 高 考 后 的 首 次 招

生。得知消息，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影

作品跑到考场。彼时，他正在陕西农村

插队，和农民一起下地干了三年，后来

被招到咸阳棉纺织厂当搬运工， 一干

又是七年。 后来， 张艺谋如愿考上北

影，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改革为梦想披荆斩棘：
四十年风雨变迁，高考点亮
更多希望

“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

有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 它的意义远

远超出教育本身， 成为全国思想解放

的先导，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厦
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说。

如果说 １９７７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
奏响了改革开放交响曲的序曲， 那么

４０ 年来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改

革浪潮不断向前的有力见证。
从 １９８３ 年 面 向 农 村 或 农 场 、牧

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到 １９８５ 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再
到 １９９６ 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从早期理科 ７ 门、文科 ６ 门的考试科目，
到 １９９９ 年开始推行“３＋Ｘ”的科目设置，
再到 ２０１７ 年即将在上海、 浙江试行的

“３＋３”考试科目……高考改革在人民群

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 在国家发展的需

求中积极求解。
从 ２００１ 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

姻限制， 到 ２０１４ 年 ２８ 个省份开始解决

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５．６ 万名

学生在居住地参考；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面向

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
到 ２０１５ 年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

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高考

改革不断向着更加公平、 更有效率的方

向努力。
从 ２００３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２２ 所 重 点 院 校 被 赋 予 ５％的 自 主 招 生

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

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再到 ２０１４ 年底，教育

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

标准……高考不断打破“一考定终身”“唯
分取人”的窠臼，变得更加灵活多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决定放弃残疾人单

独招考而参加普通人高考的 ４５ 岁盲人

李金生， 来到河南省确山县教育局报名

高考，却未能成功。对方告诉他，“目前高

考还没有盲文考卷”。 几番争取和沟通，
李金生最终获得参加高考的机会。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底， 教育部在年度招生工作文件中首次

提出要为盲人考生参加考试提供便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在志愿者的

搀扶下， 盲人姑娘王香君走进为她单独

设置的 “盲人考场 ００１”，触摸到从北京

专门为她制作和运来的盲文试卷。 曾在

黑暗中蛰伏的梦想终于化茧成蝶， 王香

君以超过安徽省艺术类本科线 １０ 分的

成绩被天津音乐学院录取。
一场可以称为“私人订制”的考试，

正是这项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 以 人 为

本、与时俱进的生动注解。
根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中期评估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 ３７．５％， 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

规模 ３５５９ 万人， 居世界第一。 到 ２０２０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５０％。

“回想 ４０ 年前，我国还在强调‘两基

攻坚’，即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那时，高等教育尚处在精英

教育阶段。 ”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

说，“现在，高等教育正向大众化、普及化

的阶段迈进。 ”
高考制度的改革， 印证着时代的进

步；而高考内容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

改革发展的脚步。
１９７８ 年夏天，已是大一新生的甘福

保去高招办买了一份当年的试卷。 从那

以后， 他就像上瘾一般， 每年都收藏一

份。 如今，他已经连续收藏了 ３９ 份高考

试卷。 这位家住江西南昌蓼洲街社区的

７０ 岁老人， 已成为高考风雨变迁 ４０ 年

的见证者。

梦想为未来凝聚力量：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高考制度恢复这 ４０ 年，是中国教育

事业取得显著进展的 ４０ 年，也是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的 ４０ 年：
４０ 年来， 以高考为入口的高等教育

硕果累累。 “十二五”期间，普通本科高校

５ 年累计输送近 ２０００ 万专业人才， 为高

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

１０００ 万技术技能人才， 开展各类培训达

到上亿人次。 ２０１６ 年，全国共有 １１８ 所高

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获得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 １７２ 项， 占通

用项目总数的 ７７．８％，再创历史新高。
“高考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教育考

试， 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

深造， 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

响。 ”刘海峰指出，恢复高考前三年，有 ９０
多万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

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重要推动力和

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 ３０ 多年来

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４０ 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教

育和科学事业的春天。 随着科教兴国战

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高考制度为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经历三次高考， 俞敏洪实现了自己

走出乡村、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通过创

业兴办教育， 他又让教育的梦想照进更

多人的生活。
“恢复高考开放了一片天地，不仅让

每个人自由挥洒能力， 也成就了一个英

雄时代……”俞敏洪说。
“从历史进程中， 我们可以清楚看

到，考运与国运紧紧相连，与社会进步紧

紧相连。 考试制度改革是时代的反映。 ”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认为，
“我们的考试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今天，
更是为了明天。 ”

近年来， 在人民日益增长的受教

育需求和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

下，高考改革也在探索新路径、新手段

中不断向纵深推进。
２０１７ 年 ， 是新高考改革落地元

年，以上海、浙江为代表推进的改革试

点正在探索完善 “分类考试、 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的招考方式，健全“促进

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

制，为“不拘一格选人才”奠定更为坚

实的基础。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认为，

除了选拔功能， 高考因其连接高等教

育与基础教育 阶 段 主 渠 道 的 特 殊 地

位，对于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教学，
客观上还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 为

此，高考的功能定位、内容改革及命题

实施， 也应为推动党的教育方针和素

质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深入实

施发挥关键的导向作用。
在教育部公布的《２０１７ 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语
文科将文学类文本阅读、 实用类文本

阅读设为必考内容，数学、历史、地理、
化学等科删掉了部分选考内容， 增加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 有着这样

一个把国家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考试制度。 ４０ 年前，高考曾让亿万个

梦想重新放飞。而今，我们从未离梦想

如此之近———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

斗，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大国、人

力资源大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

的转变过程中，新的时代格局、新的人才

观对考试招生制度和人才选拔提出了

新的要求。”姜钢认为，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

素质人才的需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４０ 载光阴荏苒，岁月将一段段轰

轰烈烈的往事定格成一幕幕全民的集

体记忆，历久弥新。
４０ 载岁月如歌，已是“不惑”之年

的高考，依然继续着选拔人才、服务国

家的神圣使命。
今年，近千万考生将走进考场。虽

然， 一张张考卷早已不是决定个人前

途命运的唯一凭证， 更不是成长成才

的唯一钥匙， 但它依然寄托着莘莘学

子不负青春的誓言， 寄托着国家和民

族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新华社记者 胡浩 施雨岑 史竞男

（据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５ 日电）

这是 1978 年春， 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