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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全国第 38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今天，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10 年来我国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发展的成效。“10 年来，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取得了十大进展。”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说。

“10 年 来 ，全 国 教 师 队 伍 实 现 了 量 质

齐 升 。”任 友 群 说 ，我 国 专 任 教 师 总 数 从

2012 年 的 1462.9 万 人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1844.4万人，增幅达 26%。各级各类教师素质

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小学教师本科以

上学历从 32.6%增长到 70.3%，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超过 50%，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从

22.9万人增长到 42.4万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 6.9 万人增长到 13.2 万人。这支规模宏大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成了支撑世界上

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

10 年来，中国特色高水平教师教育体

系 建 立 建 强 。任 友 群 介 绍 ，我 国 建 立 了 以

215 所师范院校为主体、510 所非师范院校

共同参与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实现

由“中师、专科、本科”三级教师教育向“专

科、本科、研究生”三级教师教育跃升。基础

教育教师培养培训成效显著，实施部属师

大师范生公费教育，10 年招生 8.5 万人，其

中 90%毕业生到中西部任教。实施“国培计

划 ”，中 央 投 入 200 亿 元 ，培 训 校 长 教 师

1800 多万人次。启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

计 划 ，中 央 安 排 50 亿 元 支 持 师 范 院 校 建

设。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

培养计划，每年为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

境县培养约 1 万名师范生。

10 年 来 ，教 师 地 位 待 遇 不 断 提 升 。我

国建立了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各

地基本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绩效

工 资 发 放 有 效 体 现 教 师 工 作 量 和 工 作 绩

效。全面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中央

安排 250.1 亿元，惠及中西部 22 省份 725 区

县 7.6 万所乡村学校 130 余万名教师。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有 36
万名青年教师通过公租房解决了住房困难

问题，促进了教师们安居乐业、安心教学。”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潘伟说。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印发多个文件，部署解决教师队伍住

房困难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教育

部等有关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

计划》等文件，指导各地推进各类保障性住

房建设，加快解决教师队伍住房困难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 支 出 占 GDP 比 例 连 续 10 年 保 持 在 4%
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

支 出，一 批 重 大 教 育 工 程 得 以 顺 利 实 施 ，

教 育 优 先 发 展 战 略 得 到 有 效 落 实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社 会 发 展 司 副 司 长 蔡

长华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 2200亿元，支持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3400 亿元，带动各种资源，支持各级

各类学校教学科研和生活设施建设，学校办

学条件明显改善，育人环境有效提升。

此外，我国着力完善高校高层次人才

建设制度，强化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实施好

重大人才专项，加强高端智库建设，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校人才建设

体 系 。先 后 评 选 2675 项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评选 712 名国家教学名师，培养 227 名

名师名校长，打造 364 个职业教育教学创

新团队，创建 401 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

10 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局面基本形成。实施“特岗计划”，为中西部

乡村学校补充 103 万名教师。出台幼儿园

教职工配备标准，幼儿园专任教师从 147.9
万人增加到 319.1 万人。实施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特殊教育教师从 4.4 万人增加到 6.9
万人。实施教师人才支教援助专项，累计派

出 22.1 万余名教师到农村和中西部学校支

教讲学。 本报北京 9 月 6 日电

十年打造“大国良师”

（上接 1 版）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习近平总书

记停下脚步：“现在这里面的 8 条，精简会

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厉

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讲、

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总书记坚定

地说。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

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发布的“一句话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该网站已公开发布 25 名中

管干部“落马”的消息，释放出反腐败斗争

一刻不停歇的鲜明信号。

2012年 11月 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面

对 500 多名中外记者，坚定地指出：“新形

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

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

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

主 义、官 僚 主 义 等 问 题 ，必 须 下 大 气 力 解

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短短 20余天后，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

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查，成

为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虎”。一场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拉开序幕。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就是腐败”“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

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习近平

总书记以旗帜鲜明的立场和勇毅决绝的意

志掌舵领航。

从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

一批“大老虎”被查，到铲除“蝇贪”“鼠害”

“蛀虫”，再到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

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重大判断——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从“ 形 势 依 然 严 峻 ”，到“ 依 然 严 峻 复

杂”，到“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再到“取得

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了“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

据 统 计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截 至 2022
年 4 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

调查 438.8 万件、470.9 万人。

2022 年 1 月，党的百年华诞后首次中

央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

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我们的反腐败斗

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让 群 众 更 多 感 受 到 反 腐
倡廉的实际成果

对 15 名相关人员立案审查调查，对 8
名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初步查出违纪

违法及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贿、受

贿等职务犯罪问题⋯⋯

2022 年 8 月 29 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

布关于严肃查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

陈 某 志 等 涉 嫌 恶 势 力 组 织 背 后 的 腐 败 和

“保护伞”问题的通报，释放出严惩恶势力、

严查“保护伞”的强烈信号。

2013 年 1 月 22 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反腐

败斗争作出明确指示：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

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16 年 1 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推动全面

从 严 治 党 向 基 层 延 伸 ”的 要 求 ，明 确 强 调

“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

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

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在随后发布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公报中，“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被单列为当年的

7 项重点工作之一。

抓住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反复

出 现 的 问 题，持 续 纠 治 教 育 医 疗、养 老 社

保、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坚决

惩处涉黑涉恶“保护伞”，坚决斩断伸向群

众利益的“黑手”⋯⋯

党的十九大以来，到 2022 年 4 月底，全

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49.6 万

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5.6 万人。一个个案

件、一次次整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

国 家 统 计 局 2020 年 年 底 调 查 显 示 ，

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

满信心。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

能赢得人心。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下，下 大 气 力 改 进 作 风 ，依 纪 依 法

严惩腐败，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和变化，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向纵深推进，必将以全党的强大正能

量 在 全 社 会 凝 聚 起 推 动 中 国 发 展 进 步 的

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上接 1 版）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被人打耳

光，年轻的周美琴顿时眼眶模糊。她强忍痛

和泪，压下委屈继续与孩子沟通。之后，周

美琴不仅变换方法与他交流，还时常用他

感兴趣的游戏活动帮助他，渐渐地，孩子有

了可喜的进步。

爱不仅仅是奉献，还有付出之后的那

份幸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

一幼儿园教师孙怡始终认为，“谁爱孩子，

孩子就会爱她，只有用爱才能教育孩子”。

记得刚担任班主任时，孙怡一次所带

班级都是 3 岁左右的孩子，刚入园的孩子

分离焦虑严重，情绪波动很大。班里有名刚

满 3 岁的小女孩，每天午休时都大哭不止，

一天孙怡准备去抱这个小女孩时，胳膊被

小女孩狠狠咬了一口。孙怡不急不恼，轻轻

抱起小女孩，用母亲般的手抚摸拍打着，慢

慢地小女孩进入了梦乡。看着孩子安静的

样子，孙怡觉得哪怕苦点儿累点儿，也是值

得的、快乐的。

很多教师不仅爱孩子，更爱自己的事

业。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

校长杨瑞清，在 41 年的教师生涯中两度放

弃进城的机会，立志实现“让乡村的孩子也

能接受好教育”的梦想；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第一中学校长杨明生数次拒绝发达地区

的高薪聘请，长期坚守原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 县、革 命 老 区 ，克 服 恶 性 肿 瘤 带 来 的 病

痛，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湖北省武汉市旅

游学校教师马丹两度援藏支教，用一腔热

血，点燃了雪域高原灿烂星辰。

正因为他们的坚持，更多孩子得以享

有优质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份大爱。

要为人师先做“大先生”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

道孙正聿的名字 。2003 年金秋，孙正聿荣

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有媒体报道曾

这样评价他：听他讲课，如同欣赏杨丽萍的

孔雀舞、吕思清的小提琴演奏、徐悲鸿的奔

马图，美轮美奂，出神入化，飘逸遒劲。

很多人说，教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先

要有一桶水。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用自己

从教 40 年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要

“为人师”首先要做“大先生”。

他提出了“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推进

了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引领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他的著作《哲

学通论》改变了哲学“理论晦涩”的印象，成为

全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

孙正聿说自己特别欣赏钱伟长先生的

一句话：“一名大学教师，不讲课就不是大

学教师，但如果他不搞科研，就不是一个好

的大学教师。”正是教学与科研让孙正聿具

备了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

与孙正聿相同，91 岁的哈尔滨工程大

学教授杨士莪依然奋斗在科研一线。

20 世纪 50 年代，水声在国内属于空白

学科，需求迫切，国家选派杨士莪到苏联科

学院声学所进修。回国后，杨士莪在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创建了中国首个理工结合、

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开创了中国水声教

育的新格局，开辟了中国水声专业新的专

业化领域，为中国水声学科建设作出突出

贡献。作为中国首批博导之一，杨士莪参与

培养了中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和年轻教师

队伍，建立了首批国家重点学科、首个水声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中国水声科技和教育事业，杨士莪

一直是排头兵、带头人，作为中国水声定位

方法最早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者，为中国

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的定位系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有更多教师在自己的领域内默默奉

献，努力寻求着突破和创新。

为响应社会老龄化加剧和全面两孩政

策实施，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教授张先庚将

研究方向聚焦“一老一小”特色。她牵头主

持的四川省护理专业“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对全省青年教师悉心指导，帮助年轻教师

做好职业规划，凝练发展方向，提高科研教

学能力与水平。

一块屏幕打开思政教育新天地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极大丰富

的今天，如何做好学生的思想引领，是很多

教师在思考的问题。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教师郭

晓芳的尝试走出一条新路。

2015 年 11 月，郭晓芳所在学校被确定

为首批基础教育网络联校授课校，对口帮

扶宁乡的 3 所偏远农村学校。然而，一开始

却“遇了冷”——学校里几乎没有教师报名

参加授课。

不过，勇于尝试的郭晓芳主动报了名。

2016 年 春 季 学 期 ，学 校 网 络 联 校 如 期 开

班，郭晓芳将课堂搬到“云端 ”。第一节课

上，透过屏幕看到三四十张农村孩子纯真

无邪的脸，郭晓芳落泪了。

此次“触网”后，郭晓芳愈加坚定了将

网络教学进行到底的决心。2019 年，郭晓芳

走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教育

厅主办、湖南教育电视台承制的“我是接班

人”网络大课堂，成为总班主任、总制片人。

“我是接班人”是一堂思政课。不过有

别于传统思政课，这堂课没有教材、课程体

系、教辅材料等。知道许多中小学生是“追

星一族”，郭晓芳请来了袁隆平、钟南山、杨

长风、杨孟飞等多位“大咖”来授课。目前，

“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累计学习人次超

过 12 亿。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很多教师用自

己的行动影响着学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康绍忠作为“党建、学术”双带头人，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连续多年担任

本科生班主任并联系指导研究生党支部，

注重对青年师生的帮扶和引领，多次组织

各类“学思践悟”交流活动，既对青年教

师和学生严格要求，又在学习生活上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因

为这句话，很多教师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

毕生的事业，正如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 自 治 县 明 花 学 校 教 师 安 文 军 所 说 的 那

样：“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

因为当看到满脸稚气、不谙世事的孩子，经

过自己的教育，变得成熟、懂事，成为爱学

习、爱劳动，有道德、有理想的小伙子时，一

种骄傲和幸福感就会荡漾在心底。

在很多教师心目中，自己从事的是一

份天底下最幸福的职业。

春晖遍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