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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会议要求

加快构建引才留才用才的良好体制机制
沈晓明李军出席

高一新生新学期换新书
新版高中语文、历史、思政教材今秋在海南等6省市率先使用

思政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入选

高中思想政治统编教材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育人主线，通过增强教
材的针对性、可读性，创新呈现方式，为突出综合
性和实践性，教材还设置了“综合探究”内容。

整体构建，分块安排教材内容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全套教材共7册，其中

必修教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
《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4册，选择性必修教
材分《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
与思维》3册。

重点学习内容上，整套教材系统讲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经济、政治、法治、
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
和军队、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详细阐述。法治
教育方面，与学生未来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就业
创业、社会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法律内容被纳入其
中。此外，“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
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也被纳入其中。

创新形式，突出综合性实践性
思想政治统编教材还创新了呈现方式，力求

增强针对性、可读性。教材设置了单元导语、课导
语、正文、穿插于正文中的各种栏目、综合探究，着
力改进教与学的方式，通过活动与正文相互
嵌套、问题情境创设、综合探究活动设计
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合
作学习、探究学习，提高实践能力。
为突出综合性和实践性，教材
设置了“综合探究”内容，
必修1共有2个，其他各
册教材每个单元有1个。

语文
古诗文67篇，占近一半课文数

普通高中《语文》全套教材共5册，其中必修教材2册，选择性
必修教材3册。教材创新性地设计了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条
学习线索，细化出“伟大的复兴”“使命与抱负”“青春激扬”等若干
人文主题，并以课程标准规定的12个学习任务群，分解成了28个
学习单元。

精选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名篇
在选文上，精选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篇，注重题

材的多样性和体裁的覆盖面，从古风、民歌、绝句、律诗到词曲，从
诸子散文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魏晋辞赋到唐宋明清古文，从
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均有呈现。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占全部课
文数（136篇/首）的49.3%。其中古诗词33首，古文34篇。

与袁隆平、屠呦呦相关文章入选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还注重突出反映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作

品，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改造我们的学习》等5篇（首）
文章，鲁迅《拿来主义》《纪念刘和珍君》等5篇文章，还有《长征胜利
万岁》《大战中的插曲》《百合花》等多篇作品。同时，还注重选取了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品。

展现祖国日新月异变化的，如《哦，香雪》，讴歌时代楷模的；如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青
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反映党在新时期的理论探索；体现
出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的，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此外，教材也选入了十多篇外国文学文化经典作品，有《复
活》《百年孤独》《哈姆雷特》《致云雀》等。

历史
选取四大发明等重大发明创造

普通高中《历史》全套教材共5册，其中必修教材
分《中外历史纲要》上下2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分《国
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交流与
传播》3册。教材精选史实、史论结合，通史与专题史
结合，多维度呈现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引导学生认同中华文明史
教材内容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核

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共涉及历史文化
名人100余位，思想、科技、文学、法律等著作80余
部，四大发明、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农学、地理学、
水利工程等重大发明创造50余项，书画、音乐舞蹈、
雕塑、器物等艺术作品40余件，引导学生形成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强化国家主权、海洋意识
教材介绍了中国人民170多年斗争史和中国共

产党90多年奋斗史，并强化国家主权、海洋意识，以
史实为依托，讲述西藏、新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
海诸岛等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渊
源，增强学生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安全的意识，
形成正确的国家观。

融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教材还融入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述了各民

族在我国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形成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介绍了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观、文化观和历史观，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8月27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传达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海南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精神，研究我省贯彻
意见。刘赐贵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关于人才工作的精神，在中央组织部等
有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坚持人才培养和引
进“双轮驱动”，全力抓好实施方案各项政策

措施的落实，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上大胆
创新，加快构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的良好体制机制。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副书记李
军，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以及省委
人才工作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出台实施方案是中央组织部
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实际行动，
是对海南人才工作的有力支持指导。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组织实施。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人才工作高度

重视。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中央组织部等
有关部门支持指导下，我省在干部双向交流、
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下一
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抓好实施方案的
贯彻落实，要适时公开发布、加强宣传解读，
让更多人才了解我省人才政策；要着眼于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需
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
提升人才培养实效；要从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入手，在住房、医疗、社保、出行、税收等方面
用好优惠政策，做好省内外的政策衔接，为人
才解决实际问题；要在解决人才子女就学等

问题上多下功夫，提供更多优质学位，以良好
环境聚四方之才，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听取了全省人才大会筹备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
委、政府要把诚信作为最大的人才政策，坚决
落实、用好用足各项引才育才惠才的政策措
施，要提升人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境外
人才的吸引力。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高层次人才、柔
性引才、团队引才、人才医疗保障等方面相关
人才政策文件。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8月27日，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工作专题会
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四个导向、把握七个关系，
建设一批硬件设施先进、具有海南特色、与中国
特色自贸港定位相适应、服务市民和游客的重
点文化设施，提升省会城市公共文化供给能力。

会议听取了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总体
规划、重点项目推进、重点设施运营管理和省

属文艺院团运行等情况汇报，并就重点文化
设施项目选址、艺术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沈晓明强调，加强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
设是落实中央要求的政治任务，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民生工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内容，事关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
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局。

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突
出四个导向，推动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升
级。要突出以人为本的导向，充分发挥文化

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
突出地域特色的导向，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上体现热带、海岛、民族等文化元素；突出精
品化、精细化的导向，发挥精雕细琢的工匠精
神打造文化精品；突出融合发展的导向，推动
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沈晓明要求，准确把握好七个关系，助力
公共文化设施更好发挥作用。要处理好硬件
和软件的关系，既要统筹建设场馆及配套服
务设施，也要培养艺术人才、创新管理运营机
制；处理好供应和需求的关系，既要掌握市民

游客的文化需求特点，也要考虑演艺团队对
场馆规划运营的需求；处理好事业和产业的
关系，要统筹发展、相互促进；处理好当前和
长远的关系，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也要深化
研究长远发展；处理好省和市县的关系，省级
要做好统筹工作，市县要履行主体责任；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格局；处理好建
设和管理运营的关系，尽快研究运营机制，尽
早让运营主体参与规划建设。

肖莺子、苻彩香、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工作专题会议要求

突出四个导向推动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提质升级

记者27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

教材将于2019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山东、海南

6个省（市）率先使用，其他省份根据新高考推进和各地实际情况陆续推

开，2022年前将全部使用新教材。 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