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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

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

进方向，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 一声声问候

温暖人心， 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

励下，广大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

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尊师重教暖人心
殷殷关怀寄厚望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金色的九月，

正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师们又迎来了

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每一年新入学的

孩子们， 总会让老师给他们讲讲习爷爷

那年来到学校的故事。”校党委书记牛震

云说。

2016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

自己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校———

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当天的考察中，总书

记同陈仲韩、 陈秋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

手，愉快回忆往事。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是

那样“善良朴素”“尊师重教”。

这是一名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深

感恩 ， 更是一位领袖对教师群体的由

衷敬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几乎每逢教师

节， 全国 1600 多万名教师就会收到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 走进校

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纵然日理万

机，总书记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

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 对教育改革和

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4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来抓”“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

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要让全社会

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

班参训教师回信，勉励他们“牢记使命、

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

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2018年教师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努力提高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

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 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一项开辟新篇章的事业，召

唤什么样的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带着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不断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 ， 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

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形容

教师的地位：“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

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 爱惜这份

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

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

总书记提出 “四有” 好老师的标

准 ， 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 ：

“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总书记用四个“引路人”的概念，

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全面转变提

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沐浴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 广大教师倍感振奋、

投身育人事业，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身体力行抓关键
立德树人铸师魂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

人，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根

本任务。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

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教师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 学生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学。 ”

从“宝藏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帆，到“带着信仰

扎根思政课讲台” 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闫方洁；从“伏案400分钟只为课上

45分钟” 的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

王雪超，到“在解题中渗透育人思想”的

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教师

谭艳祥……越来越多的教师按照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

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积极修为，努力

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用的主要岗位，

切实承担好铸魂育人的时代重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推动下， 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

大、 结构不断优化、 整体素质进一步提

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

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师者行为世范，方能传道授业解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刻揭示了教师

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赋予了师德师风

新的时代内涵， 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

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推动

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

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监

督、 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逐

步完善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划定师德“红线”，覆盖大中小学完整

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加快建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持续进行， 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当代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感动中国的光辉

榜样。

黄大年，吉林大学教授。他放弃国外

优厚待遇毅然归国， 为填补国内尖端技

术空白耗尽心血。

钟扬，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

16年，他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上

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

屋脊的生物“家底”。

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35年

里，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区所有县，全心

全意服务于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

的梦想。

……

如璀璨星辰， 榜样的光辉照耀神州

大地。

退休后的陈立群怀着“一生只做一件

事”的教育情怀，谢绝民办学校开出的百

万年薪邀请， 来到贵州台江担任中学校

长，让自己的扶贫支教攻坚战战果辉煌。

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院士罹患

癌症， 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华南农业大

学设立教育基金， 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在河南信阳绿之风希望小学外，面

对飞驰而来的三轮车， 教师李芳一边大

声呼喊着学生们快让开， 一边以身挡车

快速推开身边最近的4名学生，为救学生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辉 ， 点亮了孩子们的未

来。 他们一生惦记着学生， 却唯独忘记

了自己。

“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

就是人间大爱。”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字字恳切，饱

含着对教师的浓浓情意。

夯基固本育英才
高瞻远瞩兴伟业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季

学期课程……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陕

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的老师们一直在忙碌。

2015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待遇

状况。 老师们难忘他当时殷切的嘱托：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

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

山里娃的未来， 终归要由乡村教师

合力托举。

“跟4年前相比，我们的教学环境已经

今非昔比。”37岁的语文老师张燕感慨。学

校不仅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还与北京

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中

心小学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为老师

们提供更多“走出去”学习的机会。

硬件配齐、软件跟上，一直被视为教

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难留

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 统一城乡

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

村学校倾斜……这份专门指向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让全国330万乡村

教师看到了春天。

“国家给乡村教师的这些支持，既是

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只要干得动

一天就要坚守一天。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

县大田坝镇文沧村德斯立小学教师张有

国说。 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

报告2019》显示，根据抽样调查，83.46%的

乡村教师愿意继续留在乡村学校任教。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乡村教师境遇

之变， 正是近年来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趋势缩影。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仍然面临着一

道道教育难题： 一边是城市里名校资源

供不应求，另一边是乡村教育捉襟见肘；

一边是考试“指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

苦追求， 另一边是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

教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始终

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是“直抵人心”

的制度性改革， 为形成一支肩负教育强

国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保驾护航。

———这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

出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 描绘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宏

伟蓝图，围绕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深化教师管

理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

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 为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中央财政2013年至

2019年累计投入经费135亿元，支持实施

“国培计划”。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中央财政2013年至2019年累计安排

奖补资金198.2亿元，实现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

年惠及约127万乡村教师。

———这是留住好老师的实际举措。

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设

置正高级职称， 打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天花板”，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这是培养好老师的不懈努力。

通过全国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内容、形

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革，教师

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 一个开放、协

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建立。

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政策、一个个夯

基固本的行动， 化作教师们砥砺奋进的

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迎来大

好局面———

201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 ， 比上年增加5017所 ； 专任教师

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45.96万人。 同

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分别达99.97%、99.86%和98.41%。

各地健全教师补充机制， 完善编制

管理，通过定向培养、支教、转岗培训等

多种方式，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

2018年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现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的338个县，新补充教师共

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崭新起

点 ，面对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 ，1600多万名中国教师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砥砺前行，

必将汇聚起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

量，坚定托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胡浩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上接第一版） 把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推动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推动

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全

面提振精气神，形成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

勇担使命的良好氛围。

李强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更

加深刻理解，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必须坚持刀刃向内检视自身的

问题，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

执政的最大底气， 必须自觉践行党的根本

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求真务

实是我们党推进作风建设的一贯要求，必

须始终做到知行合一， 把解决实际问题贯

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必须坚持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当

前，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已经全面进入施工

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把

初心变恒心、视使命如生命，勇于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 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

任。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持续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持续抓好

专项整治， 持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工作成

果， 持续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

李强指出， 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

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充分

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

问题。 要更加突出理论学习，引导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学，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注重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学习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在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彰显守初心、担使命的

信心和决心，敢于动真碰硬，不等不靠，立行

立改，一改到底。要更加突出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同群众贴得更近、关

系更直接，要多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 对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当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担当去

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更加突出发挥党支部作用，创新方

式方法，抓好党员的学习教育、检视整改，真

正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把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李强强调， 要切实履行职责， 抓好组织

领导， 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各区委要既抓自身， 又抓基层， 上下联动抓

好整改落实， 推动条块结合。 各级党组织书

记要担负主题教育第一责任人责任。 要加强

督促指导， 针对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 不同

对象特点， 改进组织指导方式， 增强主题教

育效果。 要注重统筹兼顾， 坚持把开展主题

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同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 要做好宣传引

导，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以身边榜样

教育身边党员、 以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为主

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欧阳淞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上海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党中

央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聚焦根本任务、

抓实重点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 推动中心工

作，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扩大第一

批主题教育成果。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善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

特别是专项整治工作，系统梳理、对账盘点，

上下联动、合力整改，跟踪问效、防止反弹，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题，总结运用这次主

题教育的有效做法，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

的建设。要抓实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聚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根本任务，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这个总要求，突出重点对象，加强分类指

导，解决突出问题，落实主体责任，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确保整个主题教育有机衔接、持

续推进、取得实效。

市领导廖国勋、郑钢淼、陈寅、吴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徐泽洲、李逸平，

中央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第一批、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批、第二批市委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副组长等出席会议。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 时代越是向前， 城市越

是发展， 对优秀人才的渴求愈发凸显，

迫切需要办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一流

教育， 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 全市广大教师要更加注重师德

师风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教学艺术， 更

好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时代重

任。 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执着于教

书育人， 用自己的模范言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 要始终处于学习状态，

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用扎实学识给学生

以智慧的启迪。 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把每个学生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让每个

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来抓 ， 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 、 社会

地位 、 职业地位 ，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 ， 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 、 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 、 好教师不断涌现的

良好局面。

全国最美教师、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郑时龄院士，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吴蓉瑾， 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

者、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英语教师饶立

钧在发言时表示， 在教书育人、 立德树

人的岗位上 ， 深感使命光荣 、 责任重

大 ， 将珍惜荣誉 、 不忘初心 、 继续奉

献， 一辈子做教师、 一辈子学做教师，

以自己的火点燃学生的火， 以自己的心

培育学生的心， 孜孜不倦培养人才、 服

务社会， 努力为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昨晚 ， 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

动在复旦大学举行 ， 市领导为获得

有关表彰的优秀教师颁奖 。 主题活

动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教育的砥

砺奋进为背景 ， 通过多媒体展示 、 人

物访谈 、 情景朗诵等形式 ， 将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 牢记师者初心 、 勇担育人使命的

优秀教师原型搬上舞台 ， 凸显真人 、

真事 、 真情 ， 再现匠心求索和师道传

承故事 ， 以榜样精神激励全市教育工

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薪火、

砥砺前行。

市领导诸葛宇杰、 陈群， 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分别出

席相关活动。

彰显“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生大报特色
（上接第一版）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增强辨识度、 提

升竞争力、 擦亮老品牌， 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昨天下午， 纪念新民晚报创刊 90 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民晚报要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优良传统， 锐意开拓创新， 擦亮新民品牌。 要坚持党媒姓

党， 把牢正确方向， 始终站稳政治立场， 遵循宣传方针， 严守舆

论阵地； 要坚持新民为民， 贴近市民生活， 坚持民生定位， 深入

一线， 讲好故事； 要坚持改革创新， 深化融合发展， 顺应媒体变

革趋势，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大力推进新闻内容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要坚持人才为宝， 壮大事业基础，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全媒型人才队伍。

座谈会上，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朱国顺， 新中国第一

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教授俞立中， 全国劳

动模范徐虎，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文联主席、 表演艺术家奚美

娟， 歌唱家、 作家吴霜， 新民晚报社特聘首席记者潘高峰先后发

言。 本市各区党委宣传部、 各部委办局、 科学、 教育、 新闻出

版、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等领域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 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 新华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同志， 市记协、 市报协负责

同志及企事业单位代表等 300 余人与会。

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

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

进方向，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 一声声问候

温暖人心， 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

励下，广大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

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尊师重教暖人心
殷殷关怀寄厚望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金色的九月，

正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师们又迎来了

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每一年新入学的

孩子们， 总会让老师给他们讲讲习爷爷

那年来到学校的故事。”校党委书记牛震

云说。

2016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

自己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校———

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当天的考察中，总书

记同陈仲韩、 陈秋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

手，愉快回忆往事。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是

那样“善良朴素”“尊师重教”。

这是一名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深

感恩 ， 更是一位领袖对教师群体的由

衷敬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几乎每逢教师

节， 全国 1600 多万名教师就会收到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 走进校

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纵然日理万

机，总书记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

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 对教育改革和

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4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来抓”“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

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要让全社会

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

班参训教师回信，勉励他们“牢记使命、

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

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2018年教师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努力提高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

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 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一项开辟新篇章的事业，召

唤什么样的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带着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不断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 ， 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

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形容

教师的地位：“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

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 爱惜这份

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

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

总书记提出 “四有” 好老师的标

准 ， 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 ：

“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总书记用四个“引路人”的概念，

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全面转变提

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沐浴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 广大教师倍感振奋、

投身育人事业，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身体力行抓关键
立德树人铸师魂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

人，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根

本任务。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

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教师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 学生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学。 ”

从“宝藏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帆，到“带着信仰

扎根思政课讲台” 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闫方洁；从“伏案400分钟只为课上

45分钟” 的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

王雪超，到“在解题中渗透育人思想”的

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教师

谭艳祥……越来越多的教师按照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

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积极修为，努力

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用的主要岗位，

切实承担好铸魂育人的时代重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推动下， 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

大、 结构不断优化、 整体素质进一步提

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

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师者行为世范，方能传道授业解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刻揭示了教师

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赋予了师德师风

新的时代内涵， 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

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推动

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

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监

督、 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逐

步完善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划定师德“红线”，覆盖大中小学完整

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加快建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持续进行， 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当代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感动中国的光辉

榜样。

黄大年，吉林大学教授。他放弃国外

优厚待遇毅然归国， 为填补国内尖端技

术空白耗尽心血。

钟扬，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

16年，他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上

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

屋脊的生物“家底”。

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35年

里，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区所有县，全心

全意服务于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

的梦想。

……

如璀璨星辰， 榜样的光辉照耀神州

大地。

退休后的陈立群怀着“一生只做一件

事”的教育情怀，谢绝民办学校开出的百

万年薪邀请， 来到贵州台江担任中学校

长，让自己的扶贫支教攻坚战战果辉煌。

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院士罹患

癌症， 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华南农业大

学设立教育基金， 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在河南信阳绿之风希望小学外，面

对飞驰而来的三轮车， 教师李芳一边大

声呼喊着学生们快让开， 一边以身挡车

快速推开身边最近的4名学生，为救学生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辉 ， 点亮了孩子们的未

来。 他们一生惦记着学生， 却唯独忘记

了自己。

“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

就是人间大爱。”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字字恳切，饱

含着对教师的浓浓情意。

夯基固本育英才
高瞻远瞩兴伟业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季

学期课程……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陕

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的老师们一直在忙碌。

2015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待遇

状况。 老师们难忘他当时殷切的嘱托：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

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

山里娃的未来， 终归要由乡村教师

合力托举。

“跟4年前相比，我们的教学环境已经

今非昔比。”37岁的语文老师张燕感慨。学

校不仅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还与北京

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中

心小学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为老师

们提供更多“走出去”学习的机会。

硬件配齐、软件跟上，一直被视为教

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难留

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 统一城乡

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

村学校倾斜……这份专门指向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让全国330万乡村

教师看到了春天。

“国家给乡村教师的这些支持，既是

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只要干得动

一天就要坚守一天。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

县大田坝镇文沧村德斯立小学教师张有

国说。 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

报告2019》显示，根据抽样调查，83.46%的

乡村教师愿意继续留在乡村学校任教。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乡村教师境遇

之变， 正是近年来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趋势缩影。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仍然面临着一

道道教育难题： 一边是城市里名校资源

供不应求，另一边是乡村教育捉襟见肘；

一边是考试“指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

苦追求， 另一边是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

教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始终

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是“直抵人心”

的制度性改革， 为形成一支肩负教育强

国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保驾护航。

———这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

出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 描绘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宏

伟蓝图，围绕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深化教师管

理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

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 为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中央财政2013年至

2019年累计投入经费135亿元，支持实施

“国培计划”。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中央财政2013年至2019年累计安排

奖补资金198.2亿元，实现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

年惠及约127万乡村教师。

———这是留住好老师的实际举措。

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设

置正高级职称， 打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天花板”，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这是培养好老师的不懈努力。

通过全国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内容、形

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革，教师

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 一个开放、协

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建立。

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政策、一个个夯

基固本的行动， 化作教师们砥砺奋进的

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迎来大

好局面———

201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 ， 比上年增加5017所 ； 专任教师

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45.96万人。 同

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分别达99.97%、99.86%和98.41%。

各地健全教师补充机制， 完善编制

管理，通过定向培养、支教、转岗培训等

多种方式，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

2018年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现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的338个县，新补充教师共

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崭新起

点 ，面对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 ，1600多万名中国教师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砥砺前行，

必将汇聚起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

量，坚定托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胡浩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上接第一版） 把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推动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推动

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全

面提振精气神，形成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

勇担使命的良好氛围。

李强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更

加深刻理解，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必须坚持刀刃向内检视自身的

问题，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

执政的最大底气， 必须自觉践行党的根本

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求真务

实是我们党推进作风建设的一贯要求，必

须始终做到知行合一， 把解决实际问题贯

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必须坚持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当

前，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已经全面进入施工

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把

初心变恒心、视使命如生命，勇于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 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

任。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持续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持续抓好

专项整治， 持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工作成

果， 持续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

李强指出， 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

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充分

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

问题。 要更加突出理论学习，引导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学，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注重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学习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在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彰显守初心、担使命的

信心和决心，敢于动真碰硬，不等不靠，立行

立改，一改到底。要更加突出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同群众贴得更近、关

系更直接，要多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 对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当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担当去

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更加突出发挥党支部作用，创新方

式方法，抓好党员的学习教育、检视整改，真

正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把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李强强调， 要切实履行职责， 抓好组织

领导， 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各区委要既抓自身， 又抓基层， 上下联动抓

好整改落实， 推动条块结合。 各级党组织书

记要担负主题教育第一责任人责任。 要加强

督促指导， 针对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 不同

对象特点， 改进组织指导方式， 增强主题教

育效果。 要注重统筹兼顾， 坚持把开展主题

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同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 要做好宣传引

导，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以身边榜样

教育身边党员、 以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为主

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欧阳淞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上海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党中

央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聚焦根本任务、

抓实重点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 推动中心工

作，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扩大第一

批主题教育成果。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善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

特别是专项整治工作，系统梳理、对账盘点，

上下联动、合力整改，跟踪问效、防止反弹，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题，总结运用这次主

题教育的有效做法，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

的建设。要抓实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聚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根本任务，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这个总要求，突出重点对象，加强分类指

导，解决突出问题，落实主体责任，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确保整个主题教育有机衔接、持

续推进、取得实效。

市领导廖国勋、郑钢淼、陈寅、吴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徐泽洲、李逸平，

中央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第一批、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批、第二批市委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副组长等出席会议。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 时代越是向前， 城市越

是发展， 对优秀人才的渴求愈发凸显，

迫切需要办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一流

教育， 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 全市广大教师要更加注重师德

师风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教学艺术， 更

好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时代重

任。 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执着于教

书育人， 用自己的模范言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 要始终处于学习状态，

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用扎实学识给学生

以智慧的启迪。 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把每个学生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让每个

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来抓 ， 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 、 社会

地位 、 职业地位 ，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 ， 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 、 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 、 好教师不断涌现的

良好局面。

全国最美教师、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郑时龄院士，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吴蓉瑾， 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

者、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英语教师饶立

钧在发言时表示， 在教书育人、 立德树

人的岗位上 ， 深感使命光荣 、 责任重

大 ， 将珍惜荣誉 、 不忘初心 、 继续奉

献， 一辈子做教师、 一辈子学做教师，

以自己的火点燃学生的火， 以自己的心

培育学生的心， 孜孜不倦培养人才、 服

务社会， 努力为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昨晚 ， 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

动在复旦大学举行 ， 市领导为获得

有关表彰的优秀教师颁奖 。 主题活

动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教育的砥

砺奋进为背景 ， 通过多媒体展示 、 人

物访谈 、 情景朗诵等形式 ， 将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 牢记师者初心 、 勇担育人使命的

优秀教师原型搬上舞台 ， 凸显真人 、

真事 、 真情 ， 再现匠心求索和师道传

承故事 ， 以榜样精神激励全市教育工

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薪火、

砥砺前行。

市领导诸葛宇杰、 陈群， 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分别出

席相关活动。

彰显“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生大报特色
（上接第一版）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增强辨识度、 提

升竞争力、 擦亮老品牌， 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昨天下午， 纪念新民晚报创刊 90 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民晚报要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优良传统， 锐意开拓创新， 擦亮新民品牌。 要坚持党媒姓

党， 把牢正确方向， 始终站稳政治立场， 遵循宣传方针， 严守舆

论阵地； 要坚持新民为民， 贴近市民生活， 坚持民生定位， 深入

一线， 讲好故事； 要坚持改革创新， 深化融合发展， 顺应媒体变

革趋势，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大力推进新闻内容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要坚持人才为宝， 壮大事业基础，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全媒型人才队伍。

座谈会上，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朱国顺， 新中国第一

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教授俞立中， 全国劳

动模范徐虎，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文联主席、 表演艺术家奚美

娟， 歌唱家、 作家吴霜， 新民晚报社特聘首席记者潘高峰先后发

言。 本市各区党委宣传部、 各部委办局、 科学、 教育、 新闻出

版、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等领域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 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 新华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同志， 市记协、 市报协负责

同志及企事业单位代表等 300 余人与会。

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

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

进方向，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 一声声问候

温暖人心， 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

励下，广大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

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尊师重教暖人心
殷殷关怀寄厚望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金色的九月，

正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师们又迎来了

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每一年新入学的

孩子们， 总会让老师给他们讲讲习爷爷

那年来到学校的故事。”校党委书记牛震

云说。

2016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

自己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校———

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当天的考察中，总书

记同陈仲韩、 陈秋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

手，愉快回忆往事。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是

那样“善良朴素”“尊师重教”。

这是一名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深

感恩 ， 更是一位领袖对教师群体的由

衷敬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几乎每逢教师

节， 全国 1600 多万名教师就会收到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 走进校

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纵然日理万

机，总书记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

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 对教育改革和

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4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来抓”“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

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要让全社会

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

班参训教师回信，勉励他们“牢记使命、

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

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2018年教师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努力提高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

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 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一项开辟新篇章的事业，召

唤什么样的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带着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不断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 ， 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

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形容

教师的地位：“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

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 爱惜这份

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

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

总书记提出 “四有” 好老师的标

准 ， 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 ：

“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总书记用四个“引路人”的概念，

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全面转变提

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沐浴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 广大教师倍感振奋、

投身育人事业，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身体力行抓关键
立德树人铸师魂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

人，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根

本任务。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

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教师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 学生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学。 ”

从“宝藏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帆，到“带着信仰

扎根思政课讲台” 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闫方洁；从“伏案400分钟只为课上

45分钟” 的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

王雪超，到“在解题中渗透育人思想”的

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教师

谭艳祥……越来越多的教师按照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

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积极修为，努力

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用的主要岗位，

切实承担好铸魂育人的时代重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推动下， 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

大、 结构不断优化、 整体素质进一步提

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

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师者行为世范，方能传道授业解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刻揭示了教师

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赋予了师德师风

新的时代内涵， 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

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推动

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

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监

督、 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逐

步完善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划定师德“红线”，覆盖大中小学完整

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加快建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持续进行， 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当代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感动中国的光辉

榜样。

黄大年，吉林大学教授。他放弃国外

优厚待遇毅然归国， 为填补国内尖端技

术空白耗尽心血。

钟扬，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

16年，他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上

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

屋脊的生物“家底”。

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35年

里，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区所有县，全心

全意服务于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

的梦想。

……

如璀璨星辰， 榜样的光辉照耀神州

大地。

退休后的陈立群怀着“一生只做一件

事”的教育情怀，谢绝民办学校开出的百

万年薪邀请， 来到贵州台江担任中学校

长，让自己的扶贫支教攻坚战战果辉煌。

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院士罹患

癌症， 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华南农业大

学设立教育基金， 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在河南信阳绿之风希望小学外，面

对飞驰而来的三轮车， 教师李芳一边大

声呼喊着学生们快让开， 一边以身挡车

快速推开身边最近的4名学生，为救学生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辉 ， 点亮了孩子们的未

来。 他们一生惦记着学生， 却唯独忘记

了自己。

“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

就是人间大爱。”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字字恳切，饱

含着对教师的浓浓情意。

夯基固本育英才
高瞻远瞩兴伟业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季

学期课程……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陕

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的老师们一直在忙碌。

2015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待遇

状况。 老师们难忘他当时殷切的嘱托：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

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

山里娃的未来， 终归要由乡村教师

合力托举。

“跟4年前相比，我们的教学环境已经

今非昔比。”37岁的语文老师张燕感慨。学

校不仅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还与北京

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中

心小学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为老师

们提供更多“走出去”学习的机会。

硬件配齐、软件跟上，一直被视为教

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难留

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 统一城乡

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

村学校倾斜……这份专门指向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让全国330万乡村

教师看到了春天。

“国家给乡村教师的这些支持，既是

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只要干得动

一天就要坚守一天。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

县大田坝镇文沧村德斯立小学教师张有

国说。 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

报告2019》显示，根据抽样调查，83.46%的

乡村教师愿意继续留在乡村学校任教。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乡村教师境遇

之变， 正是近年来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趋势缩影。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仍然面临着一

道道教育难题： 一边是城市里名校资源

供不应求，另一边是乡村教育捉襟见肘；

一边是考试“指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

苦追求， 另一边是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

教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始终

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是“直抵人心”

的制度性改革， 为形成一支肩负教育强

国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保驾护航。

———这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

出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 描绘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宏

伟蓝图，围绕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深化教师管

理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

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 为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中央财政2013年至

2019年累计投入经费135亿元，支持实施

“国培计划”。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中央财政2013年至2019年累计安排

奖补资金198.2亿元，实现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

年惠及约127万乡村教师。

———这是留住好老师的实际举措。

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设

置正高级职称， 打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天花板”，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这是培养好老师的不懈努力。

通过全国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内容、形

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革，教师

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 一个开放、协

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建立。

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政策、一个个夯

基固本的行动， 化作教师们砥砺奋进的

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迎来大

好局面———

201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 ， 比上年增加5017所 ； 专任教师

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45.96万人。 同

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分别达99.97%、99.86%和98.41%。

各地健全教师补充机制， 完善编制

管理，通过定向培养、支教、转岗培训等

多种方式，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

2018年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现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的338个县，新补充教师共

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崭新起

点 ，面对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 ，1600多万名中国教师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砥砺前行，

必将汇聚起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

量，坚定托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胡浩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上接第一版） 把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推动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推动

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全

面提振精气神，形成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

勇担使命的良好氛围。

李强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更

加深刻理解，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必须坚持刀刃向内检视自身的

问题，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

执政的最大底气， 必须自觉践行党的根本

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求真务

实是我们党推进作风建设的一贯要求，必

须始终做到知行合一， 把解决实际问题贯

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必须坚持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当

前，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已经全面进入施工

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把

初心变恒心、视使命如生命，勇于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 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

任。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持续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持续抓好

专项整治， 持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工作成

果， 持续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

李强指出， 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

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充分

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

问题。 要更加突出理论学习，引导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学，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注重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学习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在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彰显守初心、担使命的

信心和决心，敢于动真碰硬，不等不靠，立行

立改，一改到底。要更加突出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同群众贴得更近、关

系更直接，要多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 对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当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担当去

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更加突出发挥党支部作用，创新方

式方法，抓好党员的学习教育、检视整改，真

正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把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李强强调， 要切实履行职责， 抓好组织

领导， 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各区委要既抓自身， 又抓基层， 上下联动抓

好整改落实， 推动条块结合。 各级党组织书

记要担负主题教育第一责任人责任。 要加强

督促指导， 针对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 不同

对象特点， 改进组织指导方式， 增强主题教

育效果。 要注重统筹兼顾， 坚持把开展主题

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同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 要做好宣传引

导，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以身边榜样

教育身边党员、 以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为主

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欧阳淞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上海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党中

央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聚焦根本任务、

抓实重点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 推动中心工

作，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扩大第一

批主题教育成果。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善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

特别是专项整治工作，系统梳理、对账盘点，

上下联动、合力整改，跟踪问效、防止反弹，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题，总结运用这次主

题教育的有效做法，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

的建设。要抓实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聚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根本任务，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这个总要求，突出重点对象，加强分类指

导，解决突出问题，落实主体责任，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确保整个主题教育有机衔接、持

续推进、取得实效。

市领导廖国勋、郑钢淼、陈寅、吴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徐泽洲、李逸平，

中央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第一批、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批、第二批市委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副组长等出席会议。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 时代越是向前， 城市越

是发展， 对优秀人才的渴求愈发凸显，

迫切需要办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一流

教育， 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 全市广大教师要更加注重师德

师风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教学艺术， 更

好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时代重

任。 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执着于教

书育人， 用自己的模范言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 要始终处于学习状态，

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用扎实学识给学生

以智慧的启迪。 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把每个学生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让每个

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来抓 ， 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 、 社会

地位 、 职业地位 ，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 ， 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 、 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 、 好教师不断涌现的

良好局面。

全国最美教师、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郑时龄院士，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吴蓉瑾， 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

者、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英语教师饶立

钧在发言时表示， 在教书育人、 立德树

人的岗位上 ， 深感使命光荣 、 责任重

大 ， 将珍惜荣誉 、 不忘初心 、 继续奉

献， 一辈子做教师、 一辈子学做教师，

以自己的火点燃学生的火， 以自己的心

培育学生的心， 孜孜不倦培养人才、 服

务社会， 努力为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昨晚 ， 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

动在复旦大学举行 ， 市领导为获得

有关表彰的优秀教师颁奖 。 主题活

动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教育的砥

砺奋进为背景 ， 通过多媒体展示 、 人

物访谈 、 情景朗诵等形式 ， 将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 牢记师者初心 、 勇担育人使命的

优秀教师原型搬上舞台 ， 凸显真人 、

真事 、 真情 ， 再现匠心求索和师道传

承故事 ， 以榜样精神激励全市教育工

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薪火、

砥砺前行。

市领导诸葛宇杰、 陈群， 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分别出

席相关活动。

彰显“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生大报特色
（上接第一版）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增强辨识度、 提

升竞争力、 擦亮老品牌， 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昨天下午， 纪念新民晚报创刊 90 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民晚报要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优良传统， 锐意开拓创新， 擦亮新民品牌。 要坚持党媒姓

党， 把牢正确方向， 始终站稳政治立场， 遵循宣传方针， 严守舆

论阵地； 要坚持新民为民， 贴近市民生活， 坚持民生定位， 深入

一线， 讲好故事； 要坚持改革创新， 深化融合发展， 顺应媒体变

革趋势，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大力推进新闻内容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要坚持人才为宝， 壮大事业基础，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全媒型人才队伍。

座谈会上，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朱国顺， 新中国第一

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教授俞立中， 全国劳

动模范徐虎，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文联主席、 表演艺术家奚美

娟， 歌唱家、 作家吴霜， 新民晚报社特聘首席记者潘高峰先后发

言。 本市各区党委宣传部、 各部委办局、 科学、 教育、 新闻出

版、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等领域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 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 新华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同志， 市记协、 市报协负责

同志及企事业单位代表等 300 余人与会。

凝心铸师魂 立德育新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

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

进方向，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次次讲话高瞻远瞩， 一声声问候

温暖人心， 一封封书信情真意切……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怀和激

励下，广大教师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

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尊师重教暖人心
殷殷关怀寄厚望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金色的九月，

正是收获的季节。

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师们又迎来了

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生。“每一年新入学的

孩子们， 总会让老师给他们讲讲习爷爷

那年来到学校的故事。”校党委书记牛震

云说。

2016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

自己度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的母校———

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当天的考察中，总书

记同陈仲韩、 陈秋影等几位老师一一握

手，愉快回忆往事。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是

那样“善良朴素”“尊师重教”。

这是一名学生对自己老师的深深

感恩 ， 更是一位领袖对教师群体的由

衷敬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几乎每逢教师

节， 全国 1600 多万名教师就会收到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 走进校

园、亲切交谈、致信问候……纵然日理万

机，总书记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

对全国教师的关心关怀、 对教育改革和

教师工作的殷切期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4年9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来抓”“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

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要让全社会

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

班参训教师回信，勉励他们“牢记使命、

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

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2018年教师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弘扬

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努力提高教师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

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

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 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一项开辟新篇章的事业，召

唤什么样的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带着

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师群体的角色定位不断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 ， 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

向———

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四个字形容

教师的地位：“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

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 爱惜这份

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 有热爱

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

总书记提出 “四有” 好老师的标

准 ， 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 ：

“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总书记用四个“引路人”的概念，

对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的全面转变提

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 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

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

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

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

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沐浴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 广大教师倍感振奋、

投身育人事业，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身体力行抓关键
立德树人铸师魂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

人，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根

本任务。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

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 教师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 学生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学。 ”

从“宝藏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帆，到“带着信仰

扎根思政课讲台” 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闫方洁；从“伏案400分钟只为课上

45分钟” 的天津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

王雪超，到“在解题中渗透育人思想”的

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青年教师

谭艳祥……越来越多的教师按照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

要严、人格要正的要求，积极修为，努力

将课堂作为发挥自己作用的主要岗位，

切实承担好铸魂育人的时代重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心推动下， 我国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

大、 结构不断优化、 整体素质进一步提

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

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师者行为世范，方能传道授业解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教师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刻揭示了教师

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赋予了师德师风

新的时代内涵， 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

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推动

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团结

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核、监

督、 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逐

步完善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划定师德“红线”，覆盖大中小学完整

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加快建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

持续进行， 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当代

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感动中国的光辉

榜样。

黄大年，吉林大学教授。他放弃国外

优厚待遇毅然归国， 为填补国内尖端技

术空白耗尽心血。

钟扬，复旦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最后

16年，他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上

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

屋脊的生物“家底”。

李保国，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35年

里，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区所有县，全心

全意服务于太行山10万群众脱贫奔小康

的梦想。

……

如璀璨星辰， 榜样的光辉照耀神州

大地。

退休后的陈立群怀着“一生只做一件

事”的教育情怀，谢绝民办学校开出的百

万年薪邀请， 来到贵州台江担任中学校

长，让自己的扶贫支教攻坚战战果辉煌。

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院士罹患

癌症， 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华南农业大

学设立教育基金， 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在河南信阳绿之风希望小学外，面

对飞驰而来的三轮车， 教师李芳一边大

声呼喊着学生们快让开， 一边以身挡车

快速推开身边最近的4名学生，为救学生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的光辉 ， 点亮了孩子们的未

来。 他们一生惦记着学生， 却唯独忘记

了自己。

“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

就是人间大爱。”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字字恳切，饱

含着对教师的浓浓情意。

夯基固本育英才
高瞻远瞩兴伟业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季

学期课程……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陕

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的老师们一直在忙碌。

2015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待遇

状况。 老师们难忘他当时殷切的嘱托：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发

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

山里娃的未来， 终归要由乡村教师

合力托举。

“跟4年前相比，我们的教学环境已经

今非昔比。”37岁的语文老师张燕感慨。学

校不仅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备，还与北京

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中

心小学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为老师

们提供更多“走出去”学习的机会。

硬件配齐、软件跟上，一直被视为教

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难留

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 统一城乡

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

村学校倾斜……这份专门指向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让全国330万乡村

教师看到了春天。

“国家给乡村教师的这些支持，既是

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只要干得动

一天就要坚守一天。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

县大田坝镇文沧村德斯立小学教师张有

国说。 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

报告2019》显示，根据抽样调查，83.46%的

乡村教师愿意继续留在乡村学校任教。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乡村教师境遇

之变， 正是近年来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趋势缩影。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仍然面临着一

道道教育难题： 一边是城市里名校资源

供不应求，另一边是乡村教育捉襟见肘；

一边是考试“指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

苦追求， 另一边是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

的要求不断提高……

教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始终

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是“直抵人心”

的制度性改革， 为形成一支肩负教育强

国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保驾护航。

———这是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

出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 描绘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宏

伟蓝图，围绕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深化教师管

理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

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这是真金白银的巨大投入。 为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中央财政2013年至

2019年累计投入经费135亿元，支持实施

“国培计划”。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中央财政2013年至2019年累计安排

奖补资金198.2亿元，实现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覆盖，每

年惠及约127万乡村教师。

———这是留住好老师的实际举措。

全面推行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设

置正高级职称， 打破中小学教师的职业

“天花板”，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

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这是培养好老师的不懈努力。

通过全国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内容、形

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革，教师

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 一个开放、协

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正在建立。

一份份文件、一项项政策、一个个夯

基固本的行动， 化作教师们砥砺奋进的

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 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迎来大

好局面———

201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1.88

万所 ， 比上年增加5017所 ； 专任教师

16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45.96万人。 同

时，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

合格率分别达99.97%、99.86%和98.41%。

各地健全教师补充机制， 完善编制

管理，通过定向培养、支教、转岗培训等

多种方式，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短缺问题。

2018年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实现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的338个县，新补充教师共

约22万人，其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约4万人。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

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崭新起

点 ，面对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 ，1600多万名中国教师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民族复兴的接续奋斗中砥砺前行，

必将汇聚起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

量，坚定托起民族未来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胡浩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上接第一版） 把主题教育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推动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地落实，推动

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员、干部全

面提振精气神，形成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

勇担使命的良好氛围。

李强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更

加深刻理解，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

明的品格， 必须坚持刀刃向内检视自身的

问题，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

执政的最大底气， 必须自觉践行党的根本

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求真务

实是我们党推进作风建设的一贯要求，必

须始终做到知行合一， 把解决实际问题贯

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必须坚持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当

前，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已经全面进入施工

期，各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把

初心变恒心、视使命如生命，勇于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 担当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

任。 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持续推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持续抓好

专项整治， 持续巩固和深化主题教育工作成

果， 持续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

大动力。

李强指出， 第二批主题教育要把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检视问

题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充分

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

问题。 要更加突出理论学习，引导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学，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注重从实际出发，提升理论学习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在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彰显守初心、担使命的

信心和决心，敢于动真碰硬，不等不靠，立行

立改，一改到底。要更加突出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同群众贴得更近、关

系更直接，要多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 对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当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担当去

解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更加突出发挥党支部作用，创新方

式方法，抓好党员的学习教育、检视整改，真

正把党支部打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把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李强强调， 要切实履行职责， 抓好组织

领导， 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

各区委要既抓自身， 又抓基层， 上下联动抓

好整改落实， 推动条块结合。 各级党组织书

记要担负主题教育第一责任人责任。 要加强

督促指导， 针对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 不同

对象特点， 改进组织指导方式， 增强主题教

育效果。 要注重统筹兼顾， 坚持把开展主题

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同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 要做好宣传引

导，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以身边榜样

教育身边党员、 以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为主

题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欧阳淞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上海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党中

央部署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聚焦根本任务、

抓实重点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 推动中心工

作，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巩固扩大第一

批主题教育成果。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善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

特别是专项整治工作，系统梳理、对账盘点，

上下联动、合力整改，跟踪问效、防止反弹，以

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永恒课题、终身课题，总结运用这次主

题教育的有效做法， 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

的建设。要抓实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聚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个根本任务，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这个总要求，突出重点对象，加强分类指

导，解决突出问题，落实主体责任，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确保整个主题教育有机衔接、持

续推进、取得实效。

市领导廖国勋、郑钢淼、陈寅、吴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徐泽洲、李逸平，

中央巡回督导组有关同志，第一批、第二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批、第二批市委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

副组长等出席会议。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 时代越是向前， 城市越

是发展， 对优秀人才的渴求愈发凸显，

迫切需要办出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一流

教育， 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理想信念、 有

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

好老师。 全市广大教师要更加注重师德

师风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教学艺术， 更

好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时代重

任。 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执着于教

书育人， 用自己的模范言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 要始终处于学习状态，

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用扎实学识给学生

以智慧的启迪。 要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把每个学生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让每个

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来抓 ， 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 、 社会

地位 、 职业地位 ，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 ， 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 、 教

师人人尽展其才 、 好教师不断涌现的

良好局面。

全国最美教师、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郑时龄院士，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吴蓉瑾， 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

者、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英语教师饶立

钧在发言时表示， 在教书育人、 立德树

人的岗位上 ， 深感使命光荣 、 责任重

大 ， 将珍惜荣誉 、 不忘初心 、 继续奉

献， 一辈子做教师、 一辈子学做教师，

以自己的火点燃学生的火， 以自己的心

培育学生的心， 孜孜不倦培养人才、 服

务社会， 努力为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昨晚 ， 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

动在复旦大学举行 ， 市领导为获得

有关表彰的优秀教师颁奖 。 主题活

动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上海教育的砥

砺奋进为背景 ， 通过多媒体展示 、 人

物访谈 、 情景朗诵等形式 ， 将忠诚党

的教育事业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 牢记师者初心 、 勇担育人使命的

优秀教师原型搬上舞台 ， 凸显真人 、

真事 、 真情 ， 再现匠心求索和师道传

承故事 ， 以榜样精神激励全市教育工

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薪火、

砥砺前行。

市领导诸葛宇杰、 陈群， 复旦大学

校长许宁生、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分别出

席相关活动。

彰显“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生大报特色
（上接第一版）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增强辨识度、 提

升竞争力、 擦亮老品牌， 为上海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昨天下午， 纪念新民晚报创刊 90 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民晚报要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优良传统， 锐意开拓创新， 擦亮新民品牌。 要坚持党媒姓

党， 把牢正确方向， 始终站稳政治立场， 遵循宣传方针， 严守舆

论阵地； 要坚持新民为民， 贴近市民生活， 坚持民生定位， 深入

一线， 讲好故事； 要坚持改革创新， 深化融合发展， 顺应媒体变

革趋势，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大力推进新闻内容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要坚持人才为宝， 壮大事业基础，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全媒型人才队伍。

座谈会上， 新民晚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朱国顺， 新中国第一

代飞机设计师程不时，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教授俞立中， 全国劳

动模范徐虎，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文联主席、 表演艺术家奚美

娟， 歌唱家、 作家吴霜， 新民晚报社特聘首席记者潘高峰先后发

言。 本市各区党委宣传部、 各部委办局、 科学、 教育、 新闻出

版、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等领域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 人民日报

上海分社、 新华社上海分社主要负责同志， 市记协、 市报协负责

同志及企事业单位代表等 300 余人与会。

黄大年在为吉林大学的学生授课（2011年4月10日摄）。 新华社发 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生前在复旦大学讲课（2014年5月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