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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市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座谈会9月8日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上海要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卓越的全
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出路
是创新，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
育。全市广大教师要认真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
老师要求，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
标准，把教书育人作为神圣职
责，把提高本领作为必备功课，
不负国家和社会寄予的期望，不
辱时代赋予的使命。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主持
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

座谈会上，市教卫工作党委
汇报了全市教师队伍建设总体
情况。上海市教育事业杰出贡
献奖获得者、杨浦高级中学名誉
校长于漪，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
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邱蔚六
院士，第四届上海市教育功臣提
名奖获得者、南湖职业学校校长
芦秀兰，2018 年上海市“四有”
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金山区
松隐小学班主任丁向阳分别结
合自己的教书育人经历，畅谈心
得感受。他们以心相许教育事
业、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执着追
求，赢得与会者长时间热烈掌
声。

李强指出，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上海始终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位置，近年来稳步推进中
央交办的教育综合改革和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
根三尺讲台，潜心立德树人，培
养了许许多多优秀人才，为教育
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
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
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就更
加凸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渴求卓越的教育，更加需
要优秀的教师。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
些人是永生难忘的，其中一定有
一位甚至几位老师，对老师的回
忆最温暖，越久远越动人，最动
人的就是良好的师德师风，让
我们终身受益。”李强指出，全
市广大教师要胸怀大局，坚守
正道，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
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信
仰信念要坚定，心中要有国家
和民族，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道德情操要高尚，遵从为
人、为师、为学之道，脚踏实地、
乐于奉献，淡泊明志、甘为人梯，
真正成为受全社会尊敬的人。
要坚持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关爱
每位学生，努力让每个孩子成
为有用之才。

李强指出，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每一位教
师的神圣职责。要把更多精力
投向教育教学，热爱教学、倾心
教学、研究教学，切实向教育教
学要质量，帮助学生减少不必

要的课业负担。要善于把价值
观的“盐”溶到知识传授的“汤”
里，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
求、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
学之中。

李强指出，当今时代，知识
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对教师能力
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注
重终身学习，站在知识发展最前
沿，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
要锐意改革创新，掌握教书育人
规律，把握学生成长规律，更新
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努力
形成独特的教学特色、育人风
格。要多用探究式、启发式教
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座城市不断涌现一批
又一批好老师是城市的希望。”
李强强调，要大力弘扬优秀教师
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尊师
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市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
营造更好的从教环境和政策保
障体系，让广大教师能够安心从
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
教，让教师真正成为令人向往的
职业。

市领导诸葛宇杰、翁铁慧出
席座谈会。第四届上海市教育
功臣卞建鸿、庄松林、周美琴、郑
时龄、闻玉梅、徐红、鲁慧茹及提
名奖获得者，2018年上海市“四
有”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及提
名奖获得者出席。

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师致以节日问候

不断涌现好老师是城市的希望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9月8日
会见了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

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对萨苏总统一行访问上
海表示欢迎。他说，中刚两国是

“全天候”朋友，建交54年来始终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总统阁下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问中国、访
问上海。此次对我国进行国事
访问，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了富有成
果的会谈，为中刚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
影，当前正在加快建设“五个中
心”、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上海愿同刚方一道，
共同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八
大行动”以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
要共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
接协作，分享发展经验、发展机
遇，为中刚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萨苏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赞赏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行动”。
他说，每次来上海都能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变化发展和生机活力，
愿借鉴上海改革开放的成功经
验，加强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
作，携手努力共同促进双方实现
更大发展。

我国驻刚果共和国大使马
福林，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翁
铁慧参加会见。

李强会见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

（上接2版）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
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

新学年伊始，中国科技大学
的校园，回响着这首激扬的校
歌。

2016年4月26日，薛伟成和
同学们一起为前来考察的习近
平总书记齐声高唱校歌。

“建设制造业强国、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教育是基
础。”在学校图书馆自习室，学生
们围在总书记身边，聆听着他语
重心长的教诲。

“总书记勉励大家，年青人
在学校要心无旁骛，学成文武
艺，报效祖国和人民，报效中华
民族。大家越听越振奋，决定以
歌明志。”薛伟成说。

记忆中唱得最嘹亮的一次
校歌，已成为烙印在青年科研工
作者心中的座右铭。而今，薛伟
成已成为中国科大青创中心执

行主任，辅导了73个项目，促成
多个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

“总书记曾说，发展是第一
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薛伟成说，我们就是
要把所学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
紧密结合，这才是“学成文武艺”
的价值所在。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赢
得教育才能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
导下，一个有着世界五分之一人
口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教育
创新发展。

2800多所高校走出了过去
贪大求全、盲目升格的同质化发
展老路，确定了定位差异化、特
色更明显的发展新路；国家支援
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共安
排90余万人，相当于为中西部地
区增建了近百所万人大学；系列
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统筹实
施，工程、医学、农林、法学等领
域人才培养机制分类推出，覆盖
600余所高校、数十万学生……
高等教育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
的深刻变革，加快培养党和国家
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
创新人才。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
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
机，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更加
注重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环顾
新一轮蓄势待发的科技和产业革
命，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全国教师，

“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是我国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
量和后发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曾重返母校，深情问候北京
市八一学校的恩师；走进课堂，
与“国培计划（2014）”北师大贵
州研修班的参训教师亲切交流；
亲笔回信支教毕业生，勉励青年
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
……

兴国必先强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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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有’好老师”到“引路
人”，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群体
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担当不断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为教师队伍的
建设及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
了目标和方向。

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经费95亿元，
支持实施“国培计划”，共培训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校长、职业院
校教师、高校青年教师等逾千万
人次。

为了扭转“请不来、留不下、
待不住”的状况，“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2015-2020年）”提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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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
尊重的职业，国家全面推行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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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核拨
乡村教师奖补资金已达112亿
元，惠及130多万人。全国28万
名农村特岗教师活跃在中西部
22个省（区）1000 多个县30000
多所农村学校（村小、教学点）。
有28个省份通过在学免费、学
费补偿和国家贷款代偿等方式，
每年吸引4.1万名高校毕业生直
接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今年初，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份以党中央名义出台的教师队
伍建设文件正式出台，强调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高
度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
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好。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体力
行诠释尊师重教的国家战略，我
们更应炼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的教师队伍，为我国建成人力资
源强国、科技创新强国输送英
才，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北京
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说。

时空穿梭，今昔对比，教育
带给中国历史性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10个人
中有8个是文盲，到新增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相当
于大学一年级水平；从改革开放
之初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到如今
全世界平均每5个在校大学生就
至少有1个在中国高校学习……

当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世纪
崛起，“教育兴则国家兴”已经成
为时代强音，“学有所教、人人出
彩”的神州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据新华社电

立心铸魂兴伟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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