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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学 周 报
共青团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2019学年 第 16期

资讯

●新闻报道

1.《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 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

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

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

确的。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

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三大里程碑。习近平从理论创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祖

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

成就。习近平强调，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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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

傲。习近平强调，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

出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

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

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

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在这个千帆竞发、百

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

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人

民日报》（2018年 12月 19日）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习

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 2018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部署 2019 年经济工作。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

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我

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

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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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会议强调，

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

势不会改变。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

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更大规模

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

快发展壮大。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和效率，提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水平。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硬任务，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要持续释放内需潜

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

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民营企业发展障碍，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要协同推

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要突出

保基本兜底线，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要求，做好经济

工作，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

能力和水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

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加强

学习和调查研究，在学习和实践中找思路、想办法，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会议号召，全党全国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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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上下同心，迎难而上，以经济社会

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光明

日报》（2018年 12月 22日）

●青年话题

1.《让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更顺畅》

为了培养大学生，一些农村家庭举全家之力，甚至不惜

砸锅卖铁，是否值得？最近几年，这个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的问题，经常被拿到舆论场中讨论。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心态

的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大学生身上“天之骄子”

的光芒确实不再像原来那么耀眼。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从

此衣食无忧、飞黄腾达。有人通过简单的比较得出结论：普

通大学生毕业，月工资可能也就三五千元，还不如工地上的

“搬砖”工人，因此农村家庭不如早早让孩子进入社会工作。

然而，这样的比较是片面的，由此推出的结论也是狭隘的。

尽管，有没有上过大学已不再是影响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

素，但教育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可能，却是过去、现在、将

来，始终不变的法则。让寒门子弟向上流动，教育依然是最

重要和最有效的环节。每年高考之所以举国关注，不光因为

它寄托着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期许，也因为它传承着教育改变

命运的执着信念。一代又一代寒门子弟，因为获得了接受优

质教育的机会，跨越大江大河，迈向美好生活的彼岸。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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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吐槽总是容易的，但改变只有依赖基于现实的努力。我们

要始终认清，教育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无数农村学子从

课堂走出去，拥抱远大前程。在各方面的帮扶下，坚信知识

改变命运，没有什么坎儿是迈不过去的。哪怕寒潮苦雨，哪

怕狂风巨浪，只要教室里的那一盏灯还亮着，希望就在，人

心就能笃定，梦想就不遥远。《中国青年报》（2018 年 12

月 18日）

2.《应届毕业生平均期望薪资超八千 社会应宽容》

最近，某家互联网求职平台发布《第十六届中国大学生

最佳雇主调研综合报告》，提出“2019年应届毕业生求职平

均期望薪资为 8431 元”。这个“吸睛”的数据，瞬间让舆

论沸腾了起来。从求职者到在校生，从工薪阶层到企业主，

从媒体到学界，都在讨论这个数据的合理性，以及大学毕业

生到底“值什么价”的问题。其实，人们之所以对应届生平

均期望薪资感到不满，无非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是他

们提出的平均期望薪资，确实远高于过去几年应届毕业生的

实得平均薪资，难免给人造成一种“眼高于顶”的印象；其

二，则是他们提出的平均期望薪资，比许多“职场前辈”还

高，很容易让人感到不平衡。但是，人才市场是开放的市场，

而不是一方说了算的。人才与用人单位理应平等议价、双向

选择，而不是由用人单位单方面定下价码，予取予求。每个

人都有提出符合自身期望薪资的权利，至于这个期望薪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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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够得到满足，又是否与其水准相称，市场自然会给出合

理的答案。大学生或许确实不谙世事。他们不了解就业市场

一贯的行情，对自己的水准也很可能有所高估。但是，作为

即将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社会新成员，他们有资格凭借自己的

判断提出薪酬要求。他们的期待薪酬或许会比实际薪酬要

高，但正如古语所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只有允

许求职者大胆提出自己的要求，社会的整体薪酬才有可能向

合理水平靠拢。现实的社会和市场，终将磨去年轻人身上不

切实际的棱角，让他们走向成熟。而在此之前，要求初出茅

庐的他们自折羽翼，放下自己的矜持和骄傲，完全没有必要。

中青在线（2018年 12月 20日）

●青年调查

1.《八成受访者对“快乐大学”说“不”》

前不久，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严抓本科教育。2018高等教

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不能

搞“玩命”的中学，也不能办“快乐”的大学，回归本科教

育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共识和趋势。当前的大学生是否

过于轻松？你支持给大学生“增负”吗？上周，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4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81.3%的受访者称周围持“吃喝玩乐过 4 年”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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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大学生多，其中 22.5%的受访者直言非常多。目前本科

教育存在哪些问题？调查中，68.0%的受访者指出不少本科

生感觉迷茫，缺乏奋斗动力和方向，53.1%的受访者指出教

师专注科研项目，在教学方面投入少，52.1%的受访者发现

有的大学生认为大学就是快乐的，怎样都能毕业。调查中，

82.5%的受访者支持给本科教育“增负”，其中 25.3%的受访

者非常支持。给本科教育“增负”，71.7%的受访者认为有

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63.5%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督促

大学生认真学习知识与技能，53.7%的受访者认为能够让教

师潜心教书育人，38.2%的受访者认为能督促高校提升本科

教育质量。对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65.5%的受访者建议加

强学习过程管理，整顿“水课”；64.4%的受访者希望强化

教师教学主体责任，完善教师评价考核机制；57.9%的受访

者建议各高校整风整纪，严抓教学管理，严把毕业关；41.0%

的受访者希望建立学生课堂评价反馈机制；29.2%的受访者

希望高校注重自身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提高办学质量。

中青在线（2018年 12月 20日）

2.《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 40 年增加 74 倍》

12月 22日，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考。

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

告》显示，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强势增长，2019年达到

290万人，较上一年激增 52万人，增幅达到 21.8%，成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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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增幅最大的一年，也创下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最高

纪录。1978年研究生招生数量仅有 10708人，到 2017年研

究生招收 806103人，增加了大约 74倍，目前在学研究生数

量达到 264万人。从 1981年到 2017年，我国授予硕士、博

士学位超过 800 万个，近 10 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学位授予量占总量近八成。2017年初，《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目标之一是，到 2020 年，“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

长，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达到 2人，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 290

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将继续扩大。

随着各高校开展大规模学科布局调整，同时把研究生教育作

为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研究生教育内涵式

发展转型将进一步加快，实现有质量的快速发展。在报名和

招生人数持续上涨的同时，研究生培养类型也在悄然变化，

2017年专业型研究生首次超过学术型研究生，成为研究生教

育主体，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中国教育报》（2018年 12月 22日）

送：校党委书记、副书记

发：校内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党委（总支）、团委（总支）

共青团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年 12月 17日-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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