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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服务教育改革发展
教育部直属单位改进工作作风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柯进） 为贯彻落实今年7月部党
组下发的 《教育部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改进
工作作风的规定》， 教育部直属单位改进工作作风推
进会日前在中国教育报刊社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
红代表部党组在推进会上强调， 作风连民心， 作风定
成败。 抓好直属单位作风建设， 对于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各直属单位要切实改进
工作作风、 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大局。

李卫红着重强调，《规定》 对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进行了全面、系统规范，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直属单位改进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指
导性文件。 教育部各直属单位要深入理解、 准确把握
《规定》的重点任务，坚持“六个贯穿始终”，即把“讲政
治”、“顾大局”、“敢担当”、“勤服务”、“慎用权”、“守清
廉”贯穿始终，不断锤炼过硬作风。 各直属单位要加强
组织领导，制定实施细则，坚持立行立改，做到从严问
责，狠抓《规定》贯彻落实。

推进会上， 中国教育报刊社、 国家汉办等8个直
属单位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本单位在巩固和深化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经
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推进会发言摘登见六版）

■本报记者 柴葳

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
将目光聚焦到64位2014年“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 候选人身上。 30年尊师重
教， 爱与梦想成就一批又一批优秀教
师。 因为爱与梦想， 让身处窘境者不曾
磨灭希望， 让艰难跋涉者信心满怀， 让
求知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变得轻盈。

64个名字， 64段曲折而闪亮的人
生， 在每一个教书育人的平凡日子里绽
放光华， 因为他们是全国1476万名教
师的代表， 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实现梦想
的黄金时代。

他们爱生如子， 倾情付出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蒙古中学

副校长乌兰的另一个称呼是“老师妈
妈”。 2006年春季，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
行性感冒袭来， 100多名学生被流感击
倒， 学校停课， 人心惶惶。 乌兰深知救
治学生、 稳定情绪的重要， 于是每天早
出晚归， 泡在医院， 一守就是一个星
期， 家中念小学的孩子和70多岁的老
母亲全靠爱人一人照顾。

黄海之滨的小镇皮口， 辽宁省普兰
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清华用自己的善
良和慈爱守护着“残缺” 的梦想。 对于
这里的孩子来说， 刘清华就是他们的妈
妈： 夜间想家， 老师轻拍他们入睡； 生
病了， 老师在医院彻夜陪护。

“有困难， 找朱好人。” 这是流传在
四川石棉县希望小学师生中的一句话，
这个“朱好人” 就是从教18年的教师
朱胜珍。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她逢年过

节总要给学生买衣服、 买礼物； 学生交
不上校服的费用， 她就自掏腰包给学生
订校服。 这一切只因她19岁第一次上
讲台时在心里暗暗许下的承诺： 做一名
好老师。

一位教师曾说： “我有两个心房，
一个装的是良心， 一个装的是爱心。 我
扪心自问时， 问的是良心； 我倾情付出
时， 洒的是爱心。” 做个好人， 似乎是
道德的底线要求， 但做一个好老师， 却
必定要倾注毕生的心血与汗水。

心中有爱、 以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开
发每个学生宏大内心世界的安徽农业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吴慧敏； 打破传统的师
道尊严、 最大限度地唤醒每个学生的自
尊和斗志的广西南宁第三中学副校长韦
屏山； 倾注满腔心血、 在民族寄宿制完
全中学与2000名师生甘苦与共的甘南
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藏中校长付海生； 将
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本分和责任的青海
师范大学教师高兰； 在办公室抽屉里为
学生常备应急药品、 每学期开学前备好
一笔钱随时准备帮家境贫寒的学生垫付
费用的新疆巴州若羌县第一小学教师曾
江红。 他们哪一个不是在数十年教书育
人的生涯中， 挥洒了青春和深情， 目送
一批又一批学生成长成才？

风雨兼程， 他们无怨无悔。
山西省万荣县三文初中校长陈红灿

从当教师的第一天起， 就把自己定位在
吃亏上， 他说， 面对学生， 最需掏出心
窝子。 23年来， 当班主任， 他专挑最
难管的班级； 培养教坛新秀， 他竭尽全
力； 面对各种荣誉， 他拱手相让； 遇到
棘手问题， 他直面困难。

“学生是我这辈子最牵挂的人。”
1982年， 曾书华放弃了县机关优越的职
位， 回到家乡———位于湘赣交界的湖南炎
陵县沔渡镇中心小学做老师。 因为他说，
在部队那几年， 他脑海中常会闪现课堂上
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 曾书华是一个有
爱、 懂爱， 也愿意付出爱的人， 他帮助过
的学生数不清， 让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曾
书华， 孩子们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亲人”。

他们业务精湛， 倾心育人
曾几何时， 教师与文弱书生的形象紧

紧联系在一起， 似乎看看书、 备备课、 写
写板书、 讲讲课， 就是教师的本分。 而当
我们走进64位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的人
生， 才恍然发觉， 面对困境， 他们是那样
的无所不能、 无往不胜。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哈里哈乡莫里莫
幼儿园教师李广就是这样一个“能人”。
幼儿园地处塞罕坝下， 全村11个居民组
分散在方圆20多华里的三条深山沟里，
只有一条蜿蜒的村路与山外相连。 李广不
等不靠， 自己动手， 肩扛、 手搬、 小推车
推， 砌院墙、 垒月台、 砌台阶、 平整院
落、 硬化活动场地， 硬是建成一所花园般
的幼儿园。 李广既是园长、 教师， 也是保
姆、 园林工、 清洁工、 维修工， 他却乐此
不疲， 因为让山里娃有了自己的乐园是他
最快乐的事。

风雨兼程， 身兼数职， 因为总有梦想
在前方指引。

“如果家里的聋哑孩子不能接受好的
教育， 这个家就真的没希望了。” 靠着这

个想法， 江苏省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葛华钦创办了南京城郊最早的一所聋哑学
校和全国最早的一所“教育—培训—就
业” 一体化办学特教学校。 2001年， 他带
领全校27名教师硬是从荒山中开垦出了
186亩土地， 建起了实验基地， 让残障孩
子能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劳动技能
培训。

24个春秋， 7届高三毕业班， 4000余
名接受过她免费辅导的高三学子， 1200多
篇博文， 100多万字的心灵寄语， 20多万
字的专著 《心灵的问候》， 这一串串数字记
录着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教师袁滨
渤的“不平凡”。 吉林省梨树县双河乡第一
中学教师刘振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把枯
燥的数学变成“美味”， 让那些枯燥的点、
线、 面、 体等各种几何图形、 抽象的数学
公式及定理， 在学生眼中鲜活起来。

64位楷模候选人中， 很多人都将自己
的名字印在曾经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岁
月———

10年艰苦创业、 筹措资金1000万元建
设学校、 培养出湖北省第一名特教大学生
的湖北应城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聂品华。 首
创委托管理农村薄弱学校、 首创成功教育
研究、 要让每个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取得
成功的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校长刘京海。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撸起袖子看苗、
脱下鞋子下田， 足迹遍布苏、 浙、 皖、 赣
等10多个农业主产区的扬州大学教授张洪
程。 牵线搭桥、 细致入微的最美援疆人河
南省郑州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王幸福。 课
堂永远人满为患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
权。 “正定社区” 的网络红人河北省正定
中学校长周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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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梦的征程中实现人生梦想
———写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钟曜平

（一） 第30个教师节如约而至。 在
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亲爱的老师， 让
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您！ 把最诚挚
的感谢送给您！

教师节设立30年， 它与中国的改革
开放有着大致相同的时间坐标。 这30
年，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
强国， 写下了让世界感叹的“中国故
事”， 创造了让外媒惊叹的“中国传
奇”。 国家强盛、 经济腾飞、 文化繁荣，
深藏于中国人心中的民族复兴之梦， 犹
如朝阳喷薄而出。

在中国梦的画布上， 教师梦是一抹
瑰丽的底色。

（二）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梦想。
广西斜阳岛程霖老师的梦想是“我留下
来， 让孩子像海鸥一样飞出去”， 武汉
聋哑学校杨小玲老师的梦想是“帮助聋
哑孩子实现梦想” ……为国家发展、 为
民族复兴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是所有
教师共同的梦想。

这样的梦想映射的是教师梦的丰富
性、 独特性和时代性。 教师梦是1400多
万教师共同的梦， 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教
育生活， 具有持久生命力。 教师梦与农
民梦、 工人梦不同， 传道授业、 立德树
人， 一切梦想都是围绕着人的发展展开
的。 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 教
师既是追梦人， 也是圆梦人。 教师梦，
既镌刻着教师发展的脚步， 也标示着国

家前行的轨迹。
国家梦想孕育教师梦想， 教师梦想

成就国家梦想。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也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三） 教师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
息相关，没有国家发展，何谈教师梦想。

“十年浩劫” 中， 国家发展陷入停
滞甚至倒退状态， 各行各业遭受重创，
学校系统几近瘫痪， 许多教师被长期剥
夺上讲台的资格， 教师只能把折翼的梦
想深埋心底。 教师这个职业像被乌云遮
蔽的太阳一样， 失去光亮。 北京一中教
师李国兴刚参加工作， 领导担心他不安
心从教， 安慰他： 只要表现好， 以后托
人帮他转行当售货员。

这是当时教师地位的缩影。 “先工
商， 后财贸， 哪儿也不要去学校”， 这
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正是当时社会对教

师职业最直白的刻画与定位。 当教师，
似乎与梦想无缘， 只与生存有关。

“国之将兴， 必尊师而重傅。” 拨乱
反正、 改革开放的号角， 让教师怀揣梦
想重新启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的
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党的十二大
上， 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
略重点之一的地位。 改革大潮的奔涌，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渴求， 让教育顺势而
动。

然而， 现实惊人地残酷。 上世纪80
年代初， 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5
年， 平均每万名从业人员中有文盲2800
人， 占1/4以上， 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
2%左右。

怎么办？ 必须靠教育去改变！ 靠教
师去改变！

1985年1月， 全国人大做出决议，
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在一个社会风气还未真正开化的年
代， 为一个职业专门立定节日； 在一个
强调收入分配绝对均等的年代， 专门为
一个职业上调工资并设立教龄津贴———
这样的待遇， 只有教师才能享有。

这是共和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事件， 它意味尊师重教成为国家意
志， 它意味着教师地位的空前提高， 意
味着教师梦从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985年9月10日， 第一个教师节，
北京师范大学4名学生自发举起了“教
师万岁” 的标语。 这鼓舞人心的4个大
字， 铭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四）国家的庄严承诺，让中国教师
昂首挺胸，迎来了拥抱梦想的新时代。

30年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深切

关怀教师， 倡导通过尊师重教、 发展教
育事业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几代领导人的关怀言犹在耳。 邓小
平说， “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
的工资制度”； 江泽民说， “千方百计
地为广大教师办实事、 办好事， 尊重教
师的劳动”； 胡锦涛强调， “要采取更
有力的措施， 提高教师地位， 维护教师
权益， 改善教师待遇”； 习近平在致全
国教师的慰问信中指出， “全社会要大
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使教师成
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敬、 最
值得羡慕的职业！ 这是时代的强音。

（五） 这30年， 是教师梦想逐步实
现的30年， 是教师重新获得职业尊严并
走上专业发展道路的30年。

教师梦五彩斑斓： 我梦想有一套宽

敞的房子， 我梦想每个孩子都有美好的
未来……每一个梦想里都包含时代的印
记， 包含教师对教育的深情。 在这深情
之中， 更多的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捍卫，
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期盼。

———30年来， 教师职业的法律地位
初步确立。

从1993年至今， 我国颁布了 《教师
法》、 《教育法》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这
些法律法规确认了教师职业的地位和尊
严， 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法制化、 规范化
提供了可靠保障。 翻阅这些法律条文，
我们能看到国家对教师的呵护： 《教师
法》 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
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
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

———30年来， 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
极大提高。

从改善教师居住条件的“广厦工程”
到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的绩效工资制度，
从提高中小学教师基本工资标准到各类
教师津贴的发放， 一项项惠及千万教师
的“民心工程”， 逐步提高了教师待遇，
教师的职业声望逐渐获得与时代同步的
共鸣。 1992年， 将评选特级教师暂行规
定修订为 《特级教师评选规定》， 扩大了
特级教师的知名度， 扭转了社会上许多
人对中小学教师的轻视态度。

———30年来， 教师走上专业发展的
道路。 （下转第三版）

今日
导读 今天，我们如何做教师？ 52搬迁百年名校到底有何隐情 3德州“五大优先”推动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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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培育中小学生核心价值观

10%课时用于社会大课堂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根据北京最新颁布的

《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
从新学年开始， 全市所有中小学将把走进社会大课堂
实践学习列入课时计划，时间不少于全部学时的10%。

为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项工
作，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推出“一十百千工
程”， 要求每个学生在中小学学习期间至少参加一次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分别走进一次国家博物馆、 首
都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 观看百部优秀影视作
品， 阅读百本优秀图书； 学习了解百位中外英雄人
物、 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优秀品格等。

新疆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200亿元改造农村薄弱校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从新疆教育厅

获悉， 2014年至2018年， 自治区规划投入建设资金
201.4亿元，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基础
设施和办学条件。

新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工作， 包括校舍、 校园附属设施建设和教学仪
器设备、 图书、 运动场改造规划。 在资金投入方面，
南疆四地州、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边境县、 少数民
族自治县等57个县（市） 共规划投入建设资金149.5亿
元， 占全区规划投入总数的74%； 南疆四地州33个县
共规划投入建设资金112.6亿元。 截至目前， 自治区预
计落实2014年“全面改薄” 工程资金39.75亿元。

64个名字， 64段
曲折而闪亮的人生， 在
每一个教书育人的平凡
日子里绽放光华， 因为
他们是全国1476万名
教师的代表， 因为他们
身处一个实现梦想的黄
金时代。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腾讯微博

风雨兼程 追逐爱与梦想
———记2014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群体

题图：
64 位

“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
候 选 人 群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