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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一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在黄河科技学院

召开。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世界大学女校长

和知名专家学者在“多元文化与共同发展：高等教育领导

者的责任”主题论坛和五个专题论坛上，深入探讨高等教

育在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女性领导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

与责任，推动教育理念的更新与科技创新的应用。

■ 程绍珍 王军胜

近日，第十一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在河南省郑州市
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
会、黄河科技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现代女性领导
力研究院等单位协办。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
世界大学女校长和知名专家学者在“多元文化与共同发展：高
等教育领导者的责任”主题论坛和五个专题论坛上，深入交
流、凝聚共识。

多元文化与共同发展

多元文化与共同发展是此次论坛重点关注的议题。中国
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庭认为，在促进多元文化共存、全球共同发
展的进程中，教育是基础性工程，亟须全球高等教育界携手同
行、凝聚共识、更新理念、善用科技，以此推动多元文化共存与
共同发展；高等教育要涵育交流互鉴的全球文明观，促进多元
文化共存；涵育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发展观，促进全球
共同发展。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
民就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倡议，一是树立更加全
球化的发展性思维，充分认识多元文化的价值，将尊重多元
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二是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更多
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三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
不同文化，以更加务实创新的精神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

郑州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蓬认为，在促进多元文
化共存、全球共同发展的进程中，要树立让每个学生更优秀理
念下的国际开放、国际合作，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氛围，分享教育智慧和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为产业技术创新与
高科技人才培养提供资源和帮助。

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主席刘继南从“多元文化共
存”视角思考大学教育的使命与发展，她认为面对世界呈现的

“乌卡”特征，要求大同存小异，教育是定盘星；面对方兴未艾的
智能社会，福祉与危机并存，大学是方向盘；为适应受教育者日
益个性化的需求，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大学是驱动盘。在一个
变化速度前所未有的世界中，大学要通过革新与发展，推动高
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于高等教育领域女性如何应对多元文化共存及AI快
速发展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
任夏泽翰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云计算、大
数据和物联网等高速发展，在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时代，我们
站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进行
改革和转型。”他提出，作为各自机构的领导者和全球公民，要
拥有积极变革的力量，相互交融，共同繁荣，共同建设一个更
具包容性和公平的世界。

高等教育开放与文明赓续

在高等教育开放与文明赓续专题论坛上，专家们表示，包
容性、开放性和跨文化交流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鲜明标志，大学
女校长在推动全球教育开放与文明赓续以及构建教育共同体
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厦门大学副校长邓朝晖分享了学校开展的“一带一路”相关
研究，包括建立了一系列的科研平台，她谈道：“我们这么多年在
马来西亚办学的实践和经验，被誉为镶嵌在‘一带一路’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与东南中心合
作。”

巴西阿雷格里港联邦卫生科学大学校长露西亚·坎波斯·
佩兰达表示：“我们力求实现高等教育开放性的教学创新，通
过包容对话和社区参与，进一步实施了一个名为公共卫生系
统的开放大学的项目，该项目旨在为偏远地区的医生和护士
提供开放课程。”

专家们认为，虽然大学女校长作为一个精英女性群体，对
世界范围内女性领导力提升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但是当前女
性领导者在推动变革中仍然需要面对性别偏见和文化差异所
带来的双重挑战。

英国爱丁堡大学委员会主席德博拉·卡因贝表示：“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社会的包容性，政府应倾听高等教育机构
的声音，使个体无须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自身，展现最本真的
自我。”高等教育机构的角色不仅在于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更在于通过其教学活动和研究成果，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平
公正、文明和尊重的方向发展。

多元文化下女性领导力的提升

多元文化与共同发展、女性领导力提升等话题引起广泛讨
论。世新大学荣誉董事长成嘉玲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了解其
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文化，促进文化的融合。在教育领域应该
重视如何培养年轻人群的韧性和乐观处世方法；最宝贵的教育
是如何去应变。”她指出，能成为一位好领导不是出于性别或本
能，而是出于累积的经验和不同于他人的视角。

爱丁堡大学委员会主席德博拉·卡因贝认为，教育本来应该
平等化，学校管理要对多元文化尊重和包容，一视同仁。

墨西哥瓜纳华托大学校长克劳迪娅·戈麦斯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激励女性利
用其优势，迈向领导岗位，例如优先考虑女性董事的任命。此外，还需要与女性学生
群体合作，帮助她们理解自己的需求和理想。

南洋艺术学院院长、新加坡艺术大学副校长苏慧兰认为，尊重和理解彼此是女性
领导者的优势，实际上女性领导者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做得很好，本次会议是女性领
导者相互了解、保持联系、相互鼓励和指导的绝佳平台；女性性格刚柔相济，两者结
合，能够更好地栽培、帮助学生。

办学经验与教育智慧分享

女性领导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展现出的办学经验与教育智慧，使她们非常适合现
代组织管理。专家们认为，为了进一步促进个人和组织的成长，女性领导者还需要不
断提升其跨文化沟通和领导能力。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墨西哥赛提斯大学校长费尔南多·加西尔表示，高等教育机
构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密不可分。他提及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后
疫情时代转型，并引用了即将发布的《后疫情时代全球高校领导者视角》报告，如智能校园
计划和人工智能驱动平台（如ChatGPT）的整合，标志着教学方法的演变。

哥斯达黎加联合国和平大学理事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总干事伊琳娜·博
科娃认为，使学习者具备应对当前挑战的能力，需要强调三点：一是使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概念贯穿各个学科的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社会所必需的价值观、
能力、技能和知识；二是大学通过革新，在一个变化速度前所未有的世界中，教导年轻
人要有批判性思维、好奇心，同时拥抱变革；三是通过人文教育理解社会转型及其管
理方式，同时理解并了解他人的历史和文化，培育新的全球公民。

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教授叶玛丽关注的是教学方法改革，关注不同性
格学生的不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认为老师要思考改革教学方法，理解并了解他人
的历史和文化，培育新的全球公民。

（程绍珍为黄河科技学院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教授；王军胜为黄河
科技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教授）

多
元
文
化
与
共
同
发
展
：
高
等
教
育
领
导
者
的
责
任

·
阅
读
提
示
·

女学热点热点 专家视点视点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振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深入剖析了乡村振

兴中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女性人才队伍建设，推动

乡村的数字化转型。文章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内涵出发，明确提出了赋能数字化与数字

化赋能的双向需求，提出了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方向。通过详细阐述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逻辑框架，包括技术逻辑、空间逻辑和主体逻

辑，文章为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女性人才队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5月31日至6月2日，中国龙
舟公开赛（湖南·永州道县站）、国
家非遗道州龙船赛在道县火热上
演。200余艘龙船、近7000名运动
员在潇水流域挥桨竞渡，场面十分
壮观。

唐丽所在的龙船队是道县唯
一一支女子龙船队，3天时间里，她
们要跟职业运动员、男子龙船队一
决高下。场次最多时，她们一个上
午要参加100米、200米、500米直
道赛共6轮比赛。

道县“道州龙船习俗”历史悠
久，群众基础广泛，龙船文化氛围
十分浓厚。2002年，道县被湖南省
人民政府授予“龙舟之乡”称号。

“这些年举办的赛事越来越火，也
激发了姐妹们的健身热情。”队长
杨国英说，去年8月，她在社交平台
上“吆喝”划龙船，瞬间得到了好些
人的响应。

“拿桨，手要与桨板隔一个拳头
的距离；提桨，桨与人要呈‘A’字形
状。下水要快，拉桨要稳。”比赛现

场，唐丽给记者演示如何更好更快
地划船，“女性划船有自己的优势，
体能恢复得更快，耐力也更好。”

61岁的李云珍是队伍中年纪
最大的选手，她从小在潇水河边长
大，对龙船感情很深。说起划龙船
带来的改变，李云珍满脸含笑：“每
天能划上一段就非常开心，浑身都
充满了劲儿。大家相互鼓励，相互
配合，默契度也越来越高。”

“道州女崽爱龙船，爱入心底爱
入骨；岸上娇娃喊破嗓，水里婆娘
不服输。”一首本地民歌《道州龙船
调》唱出了道县人民群众对龙船的
喜爱，也表达了女性群体奋勇拼
搏、敢于超越的精神。

如今，道县女子龙船队人数稳
定在24人。在队员们看来，划船
不能光凭热爱，还要勤练，更重要
的是，要走出去“赛一赛”。为了参
加正式比赛，姐妹们凑钱买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龙船。“这几天，每当广
播播报我们出场，现场总能响起最
热烈的欢呼声。那么多人在支持
我们，我们的努力被看见了！”杨国
英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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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长忠

数字中国建设，农村不可缺位，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乡村振兴，妇女不可缺席，而做好各项工作，人才是
关键。因此，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
才队伍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任务之一，需
要党政重视和社会关注，而妇联努力是其中关键。

在赋能数字化与数字化赋能之间：数字
化转型与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化转型，既要求运用数字技术使数字化转
型成为可能，也要求适应数字化转型使数字文明得以
形成。这就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赋能数字化与数
字化赋能两方面的要求。

——在运用数字技术与适应数字文明之间：数
字化转型的双重内涵

为了适应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和
变化，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部
署，标志着我国迎来了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文明发展
对我们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是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运
用数字技术，推进数字化转型。所谓数字化转型，是指
通过数字技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的全方位运用，从而推动方式转变、提高能力水
平、改变运行规则的过程。因此，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就
是数字技术的运用。二是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适应数字
化转型，推动数字文明发展。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文明
体系的各模块和各领域，都将因数字技术运用而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变化，应用相应技术和手段，
并使之成为其素质内容。

——运用数字技术与赋能数字化：数字化转型
与人才队伍建设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构建相应人才队伍，成为
了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开发数字化红利的关键所在。
以城市为例，作为系统工程，全面数字化转型必须构
建起以底座、中枢、平台互联互通的城市数基，经济、
生活、治理数字化“三位一体”的城市数体，政府、市
场、社会“多元共治”的城市数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数
字化总体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生活全局转
变、数据要素全域赋能、理念规则全面重塑的城市数
字化转型局面。而要做到这些，既要有懂数字技术的
人才力量，也要有了解城市各领域运行的人才队伍。
因此，要顺利推动数字化转型就必须构建以数字化人
才为基础的具有复合型结构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

——适应数字文明与数字化赋能：数字化转型
与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化转型所出现的应用场景将遍布于各领
域，成为我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持、手段和载体。
然而，这些场景和手段的应用，既需要数字思维，也有
技术要求，从而对两类人才产生了需求：一是培训和
帮助其他社会成员形成这方面素质的人才，二是较好

应用这些场景和相应手段的人才。对于数字文明发
展来讲，虽然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人才是
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能适应数字环境的人才却起到
基础性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女性人才队伍
建设：逻辑与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特点，使妇女在
农村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如能借数字化转型势
能，加强女性人才建设，盘活这一人力资源，既对乡村
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数字中国建设具有特殊
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振兴：数字文明背景下
的农村发展逻辑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重大决
策部署，并将之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与
此同时，数字技术革命发展也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
影响，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这就
意味着，我国“三农”工作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其技术
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利用数字技术及其影响
来推动乡村振兴。为此，2019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
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2年1月十部门印
发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
行落实，强调“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在赋能数字化与数字化赋能之间：数字化转
型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技术逻辑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需要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
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5类20
种人才。分析数字乡村和乡村人才振兴有关文件，我
们发现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需要两方面人才：
赋能数字化的人才和数字化赋能的人才。前者是指围
绕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技术运用，推动乡
村各领域和各方面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性和管理性
人才。后者是指适应数字化转型以提高自身能力的各
方面人才。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要对5类20种乡村振
兴人才进行培训，使其具有数字化素质。这一技术逻
辑和要求也适用于女性人才队伍建设。

——在属地化与全国化之间：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乡村振兴的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空间逻辑

数字化转型需要发挥专业技术人才作用。由于
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地区数字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应扩展到全国，要有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意识，通过市场整合全国各
地的数字企业和平台的人才，利用本地在外学习、创
业和务工女性人才来服务本地数字化发展，即在空间
逻辑上，应形成属地化所有和全国化所用的人才整合

模式。
——在类型化与层级化之间：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乡村振兴的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的主体逻辑
从技术角度来讲，数字化转型需要数字技术中

各种类型的人才。从领域角度来讲，数字化转型也需
要各领域的人才与之配合。同时，所需人才，既要高
级人才，也要中、低级人才。因此，在主体逻辑上，类
型化与层级化就成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
性人才队伍建设需要考虑的两个维度。

构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新格局：对策与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推动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设既是乡
村振兴中人才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妇联组织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推动农村妇女工作的重要抓手。因
此，构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
建设的新格局，就成为妇联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

——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女性人才队伍建设纳
入乡村人才振兴战略

我们认为妇联组织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设
的内容，纳入全国以及地方层面的乡村振兴中人才振
兴规划和数字乡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如果
大的整体规划有困难的话，可将之结合进具体专项行
动方案中。妇联组织应与有关部门积极协商，在具体
政策落实内容中，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
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容结合进去。

——发挥妇联优势，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女
性人才队伍建设

妇联组织应该根据数字化转型乡村振兴女性人
才队伍建设的相关要求，结合自身优势来推动落实。
我们认为，妇联组织可以发挥以下优势来推动这项工
作：一是发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优
势。可以请求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协调有关党委和政
府职能部门予以支持，同时还可以与工商联和共青团
等群团组织进行合作。二是发挥妇联组织作为全国
性组织优势。地方妇联组织可通过与全国具有比较
优势的其他地区妇联组织、数字企业所在的城市妇联
组织以及本地人在外地开设企业的力量进行合作，整
合相应女性数字人才资源。三是发挥妇联组织作为
妇女群众组织的优势。妇联组织可根据人才类别和
层级的需要，分领域和分层级对不同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进行组织和培养。

——根据区域禀赋，开展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女
性人才队伍建设试点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性人才队伍建
设，应根据不同区域的数字化转型及其人才条件所拥
有的禀赋差异，展开差异化试点工作。一是试点工作
可以围绕整体方案或者不同领域、不同人才类型展
开。二是试点工作可以在设区市或县域层面展开。
三是试点工作应涵盖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振兴女
性人才队伍建设的结构性要素。四是试点工作应该
将推动这项工作纳入本地乡村振兴中人才振兴计划
或者数字乡村建设规划中。五是一些条件成熟的地
方，还可以将这项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深改委所推动
的工作中。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
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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