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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脱贫的更根本的问题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激发

个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人才培育和引进工程建设。”全国政

协委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阿拉坦仓在谈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

时说，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民族教育发展仍面临一些特殊困

难和突出问题，整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

号）下发以来，民族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绩，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素质稳步提升，双语教育积极

稳步推进，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但问题依然很突出。

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迟缓，学科和专业建设滞缓，学科发展不平

衡导致硕士博士学位点建设受阻，民族地区高校硕士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占比相比内陆、沿海地区高校少，所培养人才质量和数量

无法满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刚需，每年上演“抢人才大战”，恶

性循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留人拴心”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一方面加大用人单位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人才因

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语言不通等诸多客观因素大量流

失。这些现实问题严重制约民族地区教育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

展，延缓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进程。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一年，也是《决定》全面验收成效的

收官之年。为此，阿拉坦仓委员在这次两会上准备就加快民族高

等教育高质量提交提案。 

他建议：一是结合民族地区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灵活设置

硕士博士学位点，抓细抓紧落实对民族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的专项投入，大力支持高端人才引进工程，从政策上给予更

多倾斜，扶持民族地区高校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增设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点，解决人力资源匮乏问题。持续跟进中央财政

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专项资金落实情况，对有资质的民族地区高

校制度上给予更多保障，资金上加大投入，使《决定》部署落实

到位。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加强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为指引，以人才支撑为重要手段，将脱贫返贫同扶

志、扶智结合起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解决民族地区脱贫返贫

问题。二是出台新一轮五年发展规划，加快民族教育发展。建议

国务院出台新一轮加快民族教育发展五年规划，持续推进民族教

育发展，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持续改善民族

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加大对民族院校的建设力度，加大

对民族语言保护投入。结合民族地区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以政策导向为推手大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

型人才，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他还建议加大民族教育扶

持力度，注重内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解决“抢人才大战”，

帮助培育贫困民众内生动力，解决贫困问题。帮助建设人力资源



开发扶贫示范区，助推探索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为促进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区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扶贫新模式提供样板，推动

其他民族贫困地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