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6 日 上
午， 工程机械在
抢通从磨西镇向
海螺沟景区的道
路 。9月 5日 12时
52分， 四川甘孜
州泸定县发生6.8
级地震， 通往震
中 公 路 多 处 阻
断， 当地组织队
伍全力开展抢通
保通。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9月6日， 教育
部发布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
计划 （2022—2025， 简称 “双名计划”），
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
学模式、 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名
师名校长， 培养为学、 为事、 为人示范的
新时代 “大先生”。

据了解， “双名计划” 的培养对象为
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 特殊教育学校从事
一线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和校园
长， 以及教师发展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并指导一线实践的教研员。 具有中小学正
高级教师职称或特级教师称号， 其中教师
年龄不超过48周岁， 校长担任正职时间累
计5年以上、 年龄不超过50周岁。 特别优
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获得过国家级、 省
部级荣誉称号或政府奖励的， 同等条件下
优先。

2022年—2025年， “双名计划” 将依
托30家左右高水平的培养基地， 对300名
左右的中小学教师校长进行为期三年的集
中培养。 基地为每位培养对象制定个性化
的培养方案， 配备理论和实践双导师， 搭
建深度研修、 思想引领和实践创新平台。

教育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全面
落实选、 育、 管、 用的主体责任， 给予培
养对象其名师名校长等基础教育高层次人
才相应的待遇和支持政策， 在课题立项等
方面对培养对象予以重点支持， 指导市县
和所在学校为培养对象提供支持和保障。

中央财政通过教师培训专项经费按照
每位培养对象不低于10万元的标准予以经
费支持， 分3年拨付基地。 地方要配套专
项经费， 支持培养对象的学习研修、 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 数字化资源建设、 教育帮
扶、 工作室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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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第38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 教育部9月6日发布我国教师队
伍十年来建设改革发展成就。 据悉， 我国
已建成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 成为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
“大国良师”。

七成小学教师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介绍， 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十
年保持在4%以上， 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第一大支出，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得
到有效落实。 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
我国从 “穷国办大教育”， 向 “大国办强
教育” 迈进。 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中高
收入国家水平，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达13.8年， 从 “人力资源大国” 向 “人
力资源强国” 跨越。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介绍， 十年来， 全
国教师队伍实现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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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来， 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
设持续强化， 师德建设步入制度化、 规范
化、 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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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来 ， 教师管理综合改革走向深
化。 今年6月底实现全国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省市县三级全面达标。 教师资格考试和
定期注册制度全面实行， 教师资格考试报
名人数由17.2万人次跃升至今年的1144.2
万人次。

36万青年教师通过公租房解决
住房困难问题

10年来， 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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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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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万名教师。 中央投入260多
亿元， 支持边远艰苦地区建设约60万套农
村教师周转宿舍， 超过83万名教师入住，
让教师们安居乐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介绍，
部分省区鼓励县（市、区）政府采取多种形
式和渠道， 积极建设公租房面向符合条件
的教师供应，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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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时， 各地积极支持学校等各类主体利用存
量土地和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缓解
教师队伍的住房困难问题。 截至今年7月
底，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60万

套（间），能够解决700多万名新市民、青年
人的住房问题。截至2021年底，北京累计筹
集共有产权住房房源约8.3万套，上海累计
签约13.6万户，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也
积极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符合当地申
请条件的教师可以申请。

教师队伍短板加速补齐

10年来， 教师队伍人才建设取得重要
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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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队伍短板加速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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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专任教师从147.9万
人增加到319.1万人， 特殊教育教师从4.4
万人增加到6.9万人。

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揭晓

教育部在会上发布2022年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评选结果 ， 全国共有12位名师入
选， 分属高教、 职教、 幼教、 特教、 基础
教育等不同岗位。

据了解， 今年教师节将围绕 “迎接党
的二十大， 培根铸魂育新人” 开展系列活
动 ： 教师中的 “时代楷模 ” 选树宣传活
动、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 寻找最

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 举办中国教师发展
论坛 ； 原创音乐剧 《绽放 》 演出活动 ；
“特岗教师” 宣传活动； 实施 “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开展 “城市亮
灯” 感念师恩尊师活动等。

今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对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部署。 各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积极行动， 按照人
选要求共推荐64位候选人。经过严格审核、
社会评议、民主投票等环节，共评选出12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
的康绍忠、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李粉
霞（女）、吉林大学的孙正聿、哈尔滨工程大
学的杨士莪、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
校的周美琴（女）、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
知教育集团的杨瑞清、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第一中学的杨明生、 湖北省武汉市旅游
学校的马丹（女）、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
英学校的郭晓芳（女）、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的张先庚（女）、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明花
学校的安文军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铁门关市第一幼儿园的孙怡（女）。

据中宣部宣传教育局介绍， 上述楷模
中有的深耕思政课堂 、 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 有的勇攀科研高峰、 取得显著成果，
有的一辈子扎根基层 、 矢志奉献山区教
育， 有的创新思路方法、 为孩子倾注大爱
深情，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教师队伍有理想
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
之心的良好精神风貌， 是广大人民教师的
优秀代表和杰出典范， 无愧于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的光荣称号。

我国建成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

“二甲传胪图”杯、“吹绿”釉瓷、青花双
耳“嫁妆瓶”乃至越南水烟罐……沉睡于上
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的长江
口二号古船，近年来陆续有文物出水。

9月6日，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又
公布了一批经过清理和初步考证的出水文
物 。 这些瓷器多为贸易交流瓷 ， 制作精
良， 它们如散落海底的拼图碎片， 为人们
“拼贴” 出一幅上海开埠初期生机勃勃 、
文化多元的社会生活图景。

据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
杨介绍， 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和打捞
工程从筹备至今， 已清理出水600多件陶
瓷器。 考古工作者在前期水下调查和整体
迁移预处理阶段， 提取和清理了部分古船
相关出水文物。 这些瓷器大多产自景德镇
窑， 也有部分可能产自江苏宜兴窑和福建
地区窑口。

小心翼翼地托起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窑
绿釉杯 ， 翟杨称这件文物可以被命名为
“001” 号。 绿釉杯小巧玲珑， 底部有矾红
彩书 “同治年制” 篆书款识。 翟杨表示，
这件出水文物的底款， 对于长江口二号古
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窑于明代宣德年间始烧绿釉
瓷器， 至清代早期又引入欧洲技术， 创烧
出一种 ‘西洋绿色器皿’， 釉质上与传统
绿釉有所不同， 并且是通过吹釉的方法施
釉。 这件出水绿釉杯因长期受海水腐蚀，
微呈褐色。 但它自带的上海开埠之初中外
文化交流印记， 却依然鲜明。” 翟杨说。

与 “洋气” 的绿釉杯相比， 一旁的清
同治景德镇窑粉彩 “二甲传胪图” 杯显得
格外古色古香。 这件粉彩杯， 杯身描绘着
两只螃蟹张开蟹钳夹着芦苇行走。 专家解
读称， 两只螃蟹， 寓意 “二甲”； 芦苇则
谐音 “胪”。 在清代， 科举考试中的 “二
甲第一名” 也就是殿试第四名被称为 “传

胪”， 寄托着当时人们对 “金榜题名” 的
殷切祈愿。

水下考古队伍还发现了一只体形硕大
的清同治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
士图双耳瓶。 这个瓷瓶高达60厘米， 丰肩
鼓腹， 两侧有双狮耳饰， 瓶身上以青花绘
有松下高士图。 专家解读称， 这种款式流
行于晚清民国时期， 多用于陪嫁妆奁， 民
间俗称 “嫁妆瓶”。 令人惊喜的是， 当考
古人员一层层清理和收集瓶身里面厚厚的
淤泥 ， 准备用于今后进一步研究时 ， 从
“嫁妆瓶” 里又连续取出了共计50只青花
团龙纹杯。

今年3月2日， 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
府联合宣布正式启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
与文物保护项目， 已明确长江口二号古船
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 也是我国
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 、 保存最为完
整 、 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 。 近
期， 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古船北边同时发现
了船舵和铁锚， 从另一个侧面为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 “体量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 提
供参考数据。

长江口二号古船船舵的舵杆， 残长约
5.6米、 直径42厘米， 上面还包裹着52道
宽约7厘米的铁箍， 推断是为了加固舵杆。
舵柄则由铁箍合围3根木材而成， 最长处
达6.26米。 此外，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铁锚
为四爪锚， 长约3.3米 （不含铁环）， 亦是
目前国内发现较大的古代四爪铁锚。

长江口二号古船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整
体打捞出水， 此后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将根
据古船考古和文物保护方案， 围绕古船遗
址形成过程、 建造技术、 航线等课题展开
全方位研究 ， 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
学、 历史、 艺术、 社会和文化价值， 逐步
揭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众多谜题。

据新华社

呈现上海开埠初期多元文化
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文物：

10年来全国教师队伍实现量质齐升

教育部推出“双名计划”培养新时代“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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