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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興有這麼個機會跟澳門教
育界的各位專家，還有同學們，召開

座談會。聽了6位的發言，很受啟發。可能
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安排更多人發言，這
只能留給以後再找機會了，當然也還有其他
很多的途徑反映澳門教育界、青年學生在教
育發展方面的一些意見和要求。
借這個機會，首先我代表習近平主席，代
表中央政府向大家，並通過大家向澳門的教
育工作者和青年朋友們，致以誠摯的問候和
良好的祝願！
剛才大家就加快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加強
青少年的國民教育及中華歷史文化教育，提
升澳門教育水平和高校的科研水平等問題，
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幾位同學
也介紹了自己學習的經驗、學習的體會、參
與社會實踐活動的情況，特別是與內地實踐
活動、與內地青年交流的情況，也包括你們
各自學生會工作的情況。看到這麼多年輕人
感到很高興。
通過大家的發言，我對澳門的教育、大學
生的情況、中學生的情況、高等教育、中等
教育的情況，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澳門回
歸17年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
世矚目的成就，教育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行政長官、特別行政區政府、廣大教育
工作者始終堅持正確的教育方針、教育方
向，保障了澳門同胞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薪
火相傳。
近年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秉持以人為本的
施政理念，高度重視教育工作，教育投入逐
年增加，實現了15年免費教育，高等教育
發展迅速，包括這個澳門大學。我看你們現
在的硬件環境，恐怕在中國是一流的，在世
界上也不多見。校園面積這麼大，規劃得這
麼科學，建築得這麼藝術、這麼體現人文關
懷，又有深厚文化底蘊。不論從教學、科
研，到學生的生活，各個方面都安排得很周
到，真是個好地方。我很羨慕。
基礎教育的質量也有較大的提高，愛國愛
澳教育不斷地深化，憲法和基本法走進校
園、進入課堂。今年初在澳門大學設立的中
國歷史文化中心，有利於增強澳門同胞的文
化認同和文化自信。今年內地高校錄取澳門
學生的人數大幅度地增長，意義深遠。
我們所處的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就是
「一國兩制」在澳門先行先試結出的碩果。
在2009年，澳門回歸祖國10周年之際，中
央政府劃撥1.09平方公里土地，用於澳門大
學建設橫琴新校區，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
新校區進行管轄，開創「一國兩制」條件
下，創辦高水平大學的新路，也成為澳門高
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一個標誌。
我知道澳門大學原來老校區土地面積比較
小、比較侷促，想發展是很困難的。路上我
問崔特首，崔特首說面積增加了20倍，這
樣就伸展開了，英雄可以有用武之地。所
以，這個新校區的建設，在某種意義上來
講，使澳門大學邁入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澳門「一國兩制」
的實踐感到自豪，有充分理由對「一國兩
制」的偉大實踐充滿信心。昨天晚上我特意
要了一個數據，昨天本來在那個各界座談會
上，我就在找這個數據，我這小本上記得不
全，所以昨天就沒有說。澳門居民本身，包
括你們學校負責人和學生，也未必了解澳門
回歸17年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我還是
拿數字說。我唸幾組數據，說明澳門回歸
後，「一國兩制」是成功的。
澳門回歸後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人矚目
的，用事實說話，用數據說話。從1999年
到2016年，正好回歸17年，澳門本地的生
產總值，由502.7億澳門元，增加到3,582億
澳門元，增長了6.1倍。人均生產總值，由
1.5萬美元，增至6.9萬美元，增長了3.6
倍。本地就業居民人均月工作收入由4,920
澳門元，增至1.8萬澳門元，增長2.6倍。失
業率由回歸初期的6.3%，下降至近幾年的
2%以下。財政收入由169.4億澳門元，增至
1,024.1億澳門元，增長5倍。
2011年，通過立法建立財政儲備制度，
到2012年，財政儲備是997億澳門元；到
2016年，財政儲備達到了4,965億澳門元，
增長了4倍。5年增長4倍，所以你們的財政
儲備是相當豐富的。外匯儲備，由228.7億
澳門元，增至1,557億澳門元，增長5.8倍。
這些數據足以說明，澳門回歸祖國17年

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一國兩
制」是成功的，「一國兩制」的前途是無限
光明的。也正像習近平主席所評價的那樣，
澳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榜樣。所以你們
身在其中，要增加對「一國兩制」的自信。

我不客氣地講，沒有「一國兩制」，就沒
有澳門今天如此巨大的變化，更談不上澳
門大學新校區，所以大家要對「一國兩
制」充滿信心，對「一國兩制」的成績要
充分肯定。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
為「一國兩制」是個新生事物，還要在實
踐當中不斷地去豐富、不斷地去發展，還
要不斷地去創造、去探索。
中央對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是充分

肯定的。我就用這些數據在這跟你們說一
說，讓你們的校長也好、教師也好，對學
生在進行「一國兩制」教育的時候，不是
光講理論，（要）拿數據說話，拿事實說
話，這個是最有說服力的。
中央政府十分關心澳門教育的發展和青

年的成長。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慶祝澳門回
歸祖國15周年大會時專門提到，要加強青
少年的教育培養，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
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增強青
少年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與使
命感。習主席的講話，為澳門教育的發展
和青少年的成長、成才指明了方向。
我相信，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位教育界

人士，只要堅持這個正確的方向，緊密團
結、群策群力、眾志成城，就一定能夠把澳
門的教育辦得更好。
當前，我國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

階段，「十三五」規劃全面展開，「一帶一
路」建設快速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呼之
欲出，全國人民正朝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目標在努力奮鬥，這為推進澳門「一國兩
制」事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教育是百年大計，澳門要緊緊抓住目前天

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鞏固和發展澳
門政通人和、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重要的
任務，就是要培養、儲備大批德才兼備的治
澳興澳人才，因此做好學校和教育工作就格
外重要。
在這裡我先與大家分享幾點對教育的感

受。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
問題和永恒問題。教育：教，是知識技能的
傳授；育，是人格品德的培養，其目的是為
社會輸送有正確價值觀、社會責任感、有知
識、有能力、愛國奉獻的合格公民。善之本
在教，教之本在師。在去年教師節前夕，習
近平主席對教師提出了「四個引路人」的要
求。講教師的職責與角色，在於引領學生錘
煉品格、學習知識、創新思維、奉獻祖國四
個方面，體現了新的時代精神和國家意識，
為教書育人指明了方向。
第一，師者傳道，豐厚學生的德商，使之

修身韞德。
君子務本，本立而德生。本即為德，所以

教育應以德為先。德，主導人們的行為和價
值觀念，促進社會的穩定，風氣向上向善。
學生正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
重要時期，有較強的模仿性和可塑性。咱們
都是家長，你們可能都知道，咱們小孩在家
裡有時不聽家長的話，但聽老師的話。回家
的時候有時家長一說什麼什麼不行，「不
對，老師說的！」那老師說的就是「聖
旨」。可見教師的責任多麼重大。你在培養
人、塑造人，你的師德師風、個人修養，都
在引導學生，所以老師的職業是十分神聖
的，全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
內地稱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是

非常崇高的事業，教師必須立其身、踐其
行、踐其言、正其行。給學生以正確經驗的
傳承發揮，鼓勵學生有志向，但要志於道；
有思想，但要思無邪，不背離人生正軌，教
給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而
不是給他灌輸那些私慾、邪念，那你就會把
學生引入歧途。
一個民族要有一些關注星空的人才有希

望，學生應以國家昌盛為己任，做到人比山
高，志比天遠。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
化，發思想之先聲，不倦怠，不負韶華光
陰，不要蹉跎歲月。人生當中，在青少年的
時候，如果珍惜年華、珍惜時光學一些東
西，特別是一些有用的東西，終身受益。
比方說，現在青少年學個樂器，這一輩子
都忘不了，而且還很容易學。包括學外語，
也從幼兒、青少年學，也很容易學。要我們
這些六七十歲的人再學外語，那可就難上加
難，記憶力不行了。所以青少年時期是人生
最寶貴的時期，是學習知識、修養品德、樹
立理想信念的關鍵階段，就像一棵樹，在成
長初期要把它立直了就成材了。如果成長的
初期，你不扶持他，有些枝枝丫丫你不去修
理它，若干年後，這棵樹長得歪七裂八，最
後只能當燒柴而不能當棟樑之才。
為什麽說教師責任重大？為什麽說教育重

要？關鍵是培養人，而且是培養年輕人，培
養年輕人等於是培養未來。可以說，你看到
今天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和知識水平，你就可
以預見到未來這個國家的知識面貌和社會的
道德水平。所以教育的責任重大，教師的責
任重大。
第二，師者授業，增加學生的智商，使之

博文廣識。
在「互聯網+」時代，教師作為知識的傳

播者，不僅要把無數前哲先賢的巧思圭臬創
造轉化，還要扮演好學生導航者、發展指導
者的角色，引導學生成為時代發展所需要的
人才。
授人以漁，以自由多樣的形式喚起學生求

知的興趣，以言傳身教啟迪學生學習方法，
使之打造承載知識和駕馭知識的平台和容
器，從而帶來對未來生活的底氣，培養出超
越自己的學生。換句話說，在學校的時候老
師教育學生，但是辯證法，學生永遠要超過
老師。這也應該說是教育工作者的奉獻。
你可能在學校裡默默無聞，特別是中小學

教育，20年之後、30年之後你仍然在這個
崗位上默默無聞。可能你的學生已經當特首
了，可能你的學生當校長了，當教育局長
了。當然我不是說當官就有出息。那你的學
生可能成為院士了，可能成為著名科學家
了，但是你仍然是一個「園丁」，你仍然是
一個教師。這就是教師的高尚之處。燃燒了
自己，照亮了別人；奉獻了自己，也造就了
青少年的人生，也是為民族，為國家培養了
人才。
為什麽我說全社會要尊重教師，只有高尚

道德的人才能當教師，不是什麽人都能當教
師。全社會要形成尊重教師的好氛圍，要培
養出超越自己的學生，學生承前啟後、繼往
開來。澳門有其特殊的過去，教師應因地制
宜對中華文化進行發掘和論析，使學生認識
和欣賞母體文化，確立成熟的民族文化觀，
夯實個人身份和民族歸屬的基礎，既能融入
世界優秀文化潮流，又懂得堅守本民族價值
標準，成為具有扎實民族根基的一代新人。
第三，師者解惑，提高學生的情商，使之

通融思辨。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回饋社會，在培養學生

德商智商的同時，還要注重他們與社會共處
交往的能力，善於及時地剖析反思、糾偏匡
正。忠恕之道，澤被天下，和而不同，靜水
流深。激發學生不斷積累中華文明的底蘊，
同時提高學生對現代各種思潮的認知水平，
不能讓學生隨波逐流。就是要提高學生對現
代各種思潮的認知水平，使之對社會有透徹
的理解和更柔和的包容，形成澳門社會繁榮
和諧的中堅力量，培養學生客觀多維的思辨
能力，使之用發展的眼光了解中國的國情國
策，以歷史的角度審視澳門在祖國版圖中的
地位，從而樹立報效祖國的寬廣人生哲學。
所以澳門的學生不要光立足於澳門，眼睛裡
不要光看到澳門，要看到中國，要看到全世
界，要看到宇宙。這樣才能心胸寬廣，你才
能學有所用。
以上是我對教育的三點認識，下面我對各

位同學提三點希望。因為我本人對教育很有
感情，所以一談到教育就有點情不自禁。但
是時間有限，又不能完全敞開去講，他們老
給我寫條子，說時間到了。
對同學們我也提三點希望：
第一，要志存高遠，自覺將個人命運與國

家和特別行政區的發展結合起來。

在座各位同學大多是澳門回歸祖國後出生
並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你們在國旗、區旗
下，成長在回歸後，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同齡
人，你們的將來決定了澳門的未來，大家要
樹立遠大的志向。古往今來幹大事、成大業
的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在青年時期就樹立起
遠大志向。
就拿大家熟悉的孫中山先生為例，孫中山

先生曾經在澳門鏡湖醫院擔任志願醫師，與
澳門有不解之緣。孫中山先生的青年時代正
是我們國家處在災難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
地時期。他本來在澳門懸壺濟世，治病救
人，但身處國家危急之中，他樹立起振興中
華的遠大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事業當中，雖然歷經挫折，但越挫越
勇，百折不撓。正是憑着這種崇高理想和遠
大志向，他和同志們最終推翻了滿清政府，
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制度，為中華民族
建立了不朽的功業。
自古英雄出少年，大家要以孫中山先生為

榜樣，從青少年時期起，心繫特別行政區和
國家的發展，要立大志，要立志做大事，將
個人成長和理想，與國家和特別行政區的前
途聯繫起來，懷愛國愛澳之心，立報國興澳
之志。
第二，了解國家歷史，弘揚中華文化。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續的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
整個世界當中，我們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歷史
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
一分子應該感到無比的自豪。我們國家歷史
悠久，而且有讀史治史的傳統，歷史不僅可
以讓人明白來處，我們從哪來的，我們國家
從哪來的，而且可以讓人看到去處，中國的
未來是怎麼樣的，所謂「瞻往而知來」就是
這個道理。
文化也是如此。我訪問過很多國家，看到

各個國家的人民引以為豪的都是自己國家的
文化，因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學們要
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更多了解中華
民族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更多地認識新中
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我們處於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
關頭，連外國人都瞧不起中國人啊，說你是
「東亞病夫」。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新中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
多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我們應
該感到很自豪，我們應該對我們的前途充滿
信心！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實現「兩個
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為我們進一步指明了方
向，我們更是對我們的前途充滿信心！
1949年，我們中國人均GDP只有35美

元，去年我們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你
想一想，60多年前人均35美元，60年多後
人均8,000美元，我們經濟總量是11.2萬億
美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我們應該熱愛
我們的民族，我們應該熱愛我們的國家，我
們應該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對中國的制度、體制充滿信心，包括對
「一國兩制」充滿信心。我們辦成的事情其
他國家是辦不成的，包括近年大量的基礎設
施建設，那麼多的高鐵、那麼多的橋樑、那
麼多的隧道、那麼多的高樓大廈。包括西方
的領導人都說，中國一年能幹成的事，他們
十年都幹不成，這是我們的制度的優勢，我
們體制的優勢，所以大家要更加認識中國特

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地
感悟中國人民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
我們中國走到今天不容易。同學們、老師們，

60多年前我們還是悲慘的境地，今天我們已成
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容易嗎？不容
易啊。我們應該有所感悟，所以要更多地感悟
中國人民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加深對國情、
區情的了解。剛才我給你們唸的數字，澳門回
歸以來17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績
是巨大的，了解區情、了解國情、了解世界、
觀察宇宙，這才是一個青年人應有的素質和胸
懷。所以要不斷增加國家和民族自豪感，特別
是要從中華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增強作為
中國人的自信和底氣。
第三，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一國兩制」事

業再創輝煌，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並
且傳承下去。同學們肩負着重要的責任和使
命，說實話我很羨慕你們，你們趕上了一個
好時代，特首、特區政府、澳門社會對教育
非常關注，為教育提供了和創造了極好的條
件。我跟王光亞主任，在你們這個年紀，我
們在農村插隊，還「戰天鬥地」呢。
我們都不可想像有這樣的學習環境和條

件，你們太幸福了，很羨慕你們，因此你們
要珍惜。也是我們的前輩努力奮鬥，給大家
創造了今天的環境。你們今天有這樣好的學
習環境，人生有很高的起點，因此可以看到
你們有很光明的前途。
年輕人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大

家能夠珍惜自己的青春年華，珍惜澳門目前
好的社會環境和學習環境，不斷地增強本
領，做「一國兩制」事業的接班人。大家要
修身，修身之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中最重要的是熱愛國家，服務澳門，堅持
愛國愛澳。
愛國愛澳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要真正地

踐行，做到知行合一。要勤奮學習，掌握現
代科學知識，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
在這個已經實現經濟和科技一體化的世界，
大家需要系統全面而非碎片化地學習，要深
入鑽研，而不能滿足於對知識的一知半解，
同時要加強自身的人文修養，還要鍛煉強健
的體魄和過硬的心理素質。
我現在也很關心青少年的體育運動和你們

的健康。生活條件這麼好，反倒有人不注重
鍛煉身體，踢足球怕腿踢壞，長跑怕氣上不
來，嬌生慣養那就不行了，要有強健的體魄
才行；而且還有心理的修養，要有承受力，
有時候會遇到很多難題，甚至是磨難，你要
扛得住，你要挺得住。你要有良好的心理素
質，再加上道德的修養、學業的修養，這樣
才能成才。身體鍛煉和知識教育要取得平
衡，大家作為特別行政區未來的建設者，要
有健康的體魄，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強大的抗
壓能力，才能更好地學習和工作，迎接各種
困難和挑戰。
老師們，同學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
風騷數百年。推動澳門「一國兩制」偉大事
業不斷前進，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
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關懷下，在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在老師
們的精心培養下，新一代青年必將開創澳門
更美、更好、更繁榮的明天。
最後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學

業有成！
謝謝大家！
（根據現場記錄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5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與澳門教育界及高校學生代表交流座談，並發表講話。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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