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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创 新 ，一

靠投入，二靠人才”，

不 久 前 在 湖 北 武 汉

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指 出 ：“ 党 中 央 十 分

关 心 科 技 人 才 成

长 ，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要 尽 可 能 创 造 有

利 于 科 技 创 新 的 体 制 机 制 和 工 作 生

活 环 境 ，让 科 技 工 作 者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作贡献。”

尊重人才才能广聚人才，崇尚人才

才会人才辈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全方位支持人才、帮助人才，千方

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以识才的慧

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

量、聚才的良方，着力把各方面优秀人

才 集 聚 到 党 和 人 民 的 伟 大 事 业 中 来 。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显著

增加，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逐年

提升，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家重

大战略和重大工作卓有成效，已经拥有

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

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实践充

分证明，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

环境，是做好人才工作的社会条件。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必须积极营

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

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

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为人才心无

旁骛钻研业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全社会

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

新的良好氛围。”

做好人才工作必须积极营造尊重

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在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地

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会

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向时年

93 岁的黄旭华和 82 岁的黄大发送去温馨关怀。对人才的尊

重，体现在对待人才的每一处细节中。近年来，我国加快形成

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

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

机制，人才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人才的价值不断得到社会认

可。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让广大人才备受鼓舞。

事业激励人才，人才成就事业，靠的是以公正平等、竞争

择优的制度环境作保障。“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唯有公正

平等的用人导向，才能提升人才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唯有公

平、竞争、择优的选拔制度，才能确保真正有能力、适合岗位需

求的人才脱颖而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改革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机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还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

新，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把人才从科研管理的各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英雄有用武之地、有创新创业空间。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离不开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

境。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三者缺一不可。适当的待

遇和物质保障，能让事业更具吸引力，让感情更有黏合力，让人

才更有积极性。确保人才能够安身、安心、安业，也要加快完善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特别是要继续

采取措施为“帽子热”降温，避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

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

集。”生活衣食无忧，不必追求短期效益，不用把精力浪费在资

源竞争上，各类人才就能心无旁骛投入科研中。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社

会上要营造氛围，推动形成尊重人才的风尚，对他们的崇敬、热

爱、关心，要超过流量明星等，这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坚持

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应人才之所需，想人才之所想，

急人才之所急，必能让广大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必能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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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吴月）中宣部、教育部 6 日公布

2022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他们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康

绍忠，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李粉霞，吉林大学教授孙正

聿，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士莪，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周美琴，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

教师杨瑞清，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中学校长、教师杨明生，

湖北省武汉市旅游学校教师马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

校教师郭晓芳，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教授张先庚，甘肃省张

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学校教师安文军，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教师孙怡。

据介绍，这 12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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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
楷 模 名 单 公 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师应该有言为士

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

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

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在第三十八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12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获表彰。他们有的

甘为人梯，一辈子扎根基层、矢志奉献山区

教育；有的已至耄耋之年，依旧奋战在科研

一线；有的深耕特教、幼教、职教等不同领

域，用爱和智慧托举孩子们的平凡梦想……

他们是广大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无愧于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的光荣称号。

坚守乡村——

“就算吃得千般苦，
也要把孩子教出来”

“学习陶行知，到艰苦的乡村教书办学。”

1981 年五四青年节，即将大学毕业的杨瑞清

敲开了校长室的门，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杨瑞清带着满腔热情来到了江苏省江

浦 县（现 南 京 市 浦 口 区）一 所 村 办 小 学

—— 五 里 小 学 。 当 地 有 句 顺 口 溜 ：“ 黑 屋

子，土台子，一排矮房破样子，里面坐着泥

孩子。”

“ 就 算 吃 得 千 般 苦 ，也 要 把 孩 子 教 出

来。”杨瑞清说。初来五里小学，杨瑞清就

对 学 情 进 行 调 研 ：全 村 9 个 学 段 357 个 学

生，小学阶段平均留级 1.27 年。辍学也是

常 有 的 事 儿 。 一 个 小 女 孩 因 为 要 帮 忙 做

农 活 而 放 弃 了 学 业 ，杨 瑞 清 就 一 遍 遍 家

访 ，甚 至 放 学 后 一 边 帮 做 农 活 ，一 边 帮 孩

子 补 课 ……“ 五 里 小 学 来 了 一 位 好 老 师 ”

很快就在村里传遍了。

两 度 放 弃 进 城 机 会 ，开 设 行 知 实 验

班 ，提 倡“ 小 学 不 留 级 ”…… 41 年 过 去 ，村

小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现 代 化 教 育 集 团 。 如

今 ，已 是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浦 口 区 行 知 教 育

集 团 总 校 长 的 杨 瑞 清 依 然 在 乡 村 教 育 事

业 上 前 行 。

和 杨 瑞 清 一 样 ，安 徽 省 六 安 市 霍 邱 县

第一中学校长杨明生，长期坚守原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革命老区。任教 38 年来，杨

明生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随着年龄增长

和长期劳累，他患上了多种疾病，但始终坚

持着，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最后一个

回家。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

学校教师安文军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

要 就 坚 守 在 哪 里 ，30 年 先 后 辗 转 4 个 乡 村

学 校 。 每 到 一 处 ，他 都 脚 踏 实 地 ，潜 心 治

学，用真心待学生。“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

桃李竞相开。”安文军说，“看到满脸稚气的

孩子变得成熟、懂事、爱学习、有理想时，就

特别幸福！”

立德树人——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
教 学 则 是 我 们 的 生 活
方式”

“没想到思政课这么有意思！”“长知识

啦！”……每周六晚 8 点，“我是接班人”网络

大课堂准时开播。屏幕上，不断有学生留

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教师郭

晓芳，创新课堂形式，丰富课堂内容，“我是

接班人”网络大课堂深受学生喜爱，总学习

人次超过 12 亿。

四十载教书育人，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

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对“真善美”的求索，

以哲启思、以文化人，培养了一大批哲学教

育和科研人才。

“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学则是我们的

生活方式。”即便早已是著作等身的著名教

授，面对课堂，孙正聿依旧严肃认真，会针对

不同层次的受众认真准备。2020 年暑期开

学时，哲学社会学院为本科生新开设了一门

“理论思维讲习班”的课程，74 岁高龄的孙正

聿坚持上课，一学期下来，瘦了 10 多斤。课

程结束后，《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这本书也

“新鲜出炉”。

2016 年 8 月，湖北省武汉市旅游学校教

师马丹成为首批国家教育人才“组团式”援

藏教师中的一员。初到西藏，马丹身体经常

出现不适。但她没有退缩，主动向身边的老

师学习藏语，了解当地地理和文化，很快就

融入了当地生活。

看 到 部 分 藏 族 学 生 因 家 庭 生 活 和 学

习 困 难 面 临 失 学 ，马 丹 拿 出 工 资 ，资 助 了

6 名孩子上学；尼玛拉姆是一名孤儿，马丹

细 心 帮 其 补 课 ，在 2019 年 艺 术 高 考 中 ，尼

玛 拉 姆 以 高 分 通 过 了 艺 术 专 业 考 试 ……

正 如 马 丹 所 说 ，“ 选 择 了 援 藏 就 选 择 了 奉

献和担当！”

点亮梦想——

“孩子的成长，就是
我的成就”

教师是一个温暖的字眼。许多教师在

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爱心、知识、

智慧点亮学生心灵。

2000 年，当李粉霞教授第一次走进山西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面对的是不少缺乏信心

的孩子。她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让他们重拾

自信，找到自我价值。

于是，李粉霞把大量的时间都留给了学

生。早上跑操，跑在班级队伍最前面的是

她；晚上自习，坐在教室最后面的是她。她

细心观察着学生的一举一动，了解着他们的

日常点滴，给予他们温暖与力量。“好好学

习，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每个人都有人生出

彩的可能，这里就是梦想起航的地方。”李粉

霞常常这样激励学生。

“谁爱孩子，孩子就会爱她，只有用爱才

能教育孩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

门关市第一幼儿园教师孙怡从事幼儿教育

22 年来，用爱心呵护近千名孩子，用爱心温

暖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在 教 学 中 ，她 仔 细 琢 磨 研 究 各 年 龄 段

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努力把自己全部

的 爱 心 、耐 心 、细 心 倾 注 到 每 一 个 孩 子 身

上；她坚持以孩子为主体，以孩子的终身成

长为前提，让孩子能跳一跳摘到属于自己

的那颗果实。

帮 助 残 障 孩 子 打 开 封 闭 的 心 灵 ，支 撑

起他们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希望，是上海

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美琴努力

的方向。

周美琴将“康复训练”与“文化学习”并

重，构建起适合听障、智障、脑瘫三类残障孩

子发展的教育体系。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越

来越多的孩子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挫折时，我感受着无尽的关爱。逆境

中，无数双手将我扶持……”学校一名学生

毕业时写下这样的诗。周美琴说：“孩子的

成长，就是我的成就。”

服务社会——

“ 确 保 民 勤 不 成 为
第二个罗布泊”

从 1950 年初登杏坛到如今耄耋之年仍

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哈尔滨工程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为中国水声事

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0 世纪 50 年代，水声在国内属于空白

学科。国家选派杨士莪到苏联科学院声学

所进修。回国后，杨士莪创建了中国首个理

工结合、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参与培养了

中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建立了首批国家重

点学科、首个水声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创

了中国水声教育的新格局。

杨 士 莪 笑 称 自 己“ 生 命 不 止 ，壮 心 不

已”，始终战斗在水声科研的第一线。在庞

杂烦琐的海试工作中，他总是在最前线，检

查设备、观测数据、解决问题。用团队成员

的话来说：“杨老师不是指导，而是全程参与

海试的各项工作。”

着眼国家需要，致力解决实际问题，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康绍忠怀抱着“荒漠变绿

洲”的心愿，一干就是 37 年。

1985 年，康绍忠第一次在西北内陆干旱

区甘肃石羊河流域考察，看到的是荒漠化、

盐碱化的土地，流动的沙丘、枯死的林木。

民勤县东渠乡大号三社 130 多人的村子，村

民因无水可用而被迫离乡。“确保民勤不成

为第二个罗布泊！”康绍忠在这片土地上开

始建立实验站，支撑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

程实施，在全流域推广节水高效灌溉技术。

30 多年来，康绍忠一直从事农业高效用

水与水资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推动了农业

水土工程学科的理论发展与技术进步，研究

成果在我国大面积示范与推广应用。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

县巴西镇班佑村调研考察了村卫生室之后，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教授张先庚又一次带领

调研队深入基层服务，把艾灸、拔罐、刮痧、

TDP 电磁波治疗等传统中医特色健康诊疗

带到村民身边。

聚焦农牧民健康，张先庚组建政府、学

校、行业、企业四位一体联动模式，将每月 15
日确定为志愿活动日，走村入户对农牧民开

展健康服务。在张先庚带领下，志愿者们无

怨无悔扎根高原，坚守健康扶贫第一线。

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记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本报记者 丁雅诵 金正波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张青松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命毛盛勇为国家统

计局副局长；任命赵承为新华通讯社副社长；任命李俊杰为国家

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

免去张宿堂的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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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定地震救灾工作紧张有序进行四川泸定地震救灾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本报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9·5”

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部

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 6 日 14 时，地震已造成 66
人 遇 难（其 中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38 人 、雅 安 市 28
人）、15 人失联、253 人受伤（其中危重伤 5 人，重

伤 70 人）。

据介绍，截至 6 日 7 时，地震共造成退服基站

334 个，已抢通恢复基站 77 个；光缆受损 134 公

里，已抢通 29 公里；通信中断业务影响 1.6 万户。

地震还造成农村公路阻断 15 条，已抢通 4 条。地

震发生后，大渡河一级支流湾东河出现断流，形成

堰塞湖。目前已有较大自然泄流，风险总体可控，

受威胁群众已疏散转移。

6 日，各级各部门继续全力救灾。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 日凌晨，国务院抗

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抵达四川，立即深入震中泸

定县磨西镇和受灾严重的石棉县察看灾情，指导

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工作组要求，当前要把抢救

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抢抓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全

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尽最大努力搜寻失联者；要

做好余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工作，避免新的人

员伤亡；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调拨发放基本

救灾物资，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做

好灾区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尽

快恢复通往重灾区的道路交通，加快供水、供电、

供气、通信等抢修进度。

据介绍，截至 6 日 18 时，应急管理部已调派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1700 余人、370 余台消防

车和工程车辆，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 190 余人，

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中国安能）98 人、31 台

套装备，社会应急力量 370 余人，航空救援直升机

9 架、无人机 3 架，赴现场开展工作。

中国地震局派出 160 余人现场工作队，开展

地震监测、烈度评定、震害调查等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医疗卫生力量，增派紧

急医学救援队，派出国家级重症专家组赴灾区指

导伤员救治。截至 6 日 14 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已累计向地震调拨救灾物资 1.1 万余件，救灾款物

价值 400 余万元；先后调派 120 余名赈济救援队、

搜救队队员前往灾区开展救援救助。

截至 6 日零时，四川省水利部门共派出 283 支

队伍 1327 人，排查水库、水电站、堤防等。

5 日，武警四川总队 1000 多名官兵多路驰援

震中。6 日，武警四川总队多支救援力量继续深

入泸定县磨西镇共和村、磨子沟村、咱地村等多地

转移受灾群众。截至 6 日 16 时，武警四川总队官

兵共抢通道路 2.9 公里，搭建简易便桥 4 座，疏散

转 移 群 众 1855 人 ，救 治 伤 员 274 人 ，医 疗 巡 诊

1300 余人次，搜救被困人员 37 人，排查民房 700
余间，搭建帐篷 528 顶，搬运物资 81 吨，环境消杀

1.5 万平方米。

四川省财政厅在 5 日向甘孜州专调 5000 万元

基础上，向雅安市紧急专调资金 5000 万元，向甘

孜州、雅安市紧急下达地震次生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资金 2000 万元、省级地质灾害防治补助资金

2000 万元。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调拨省级救灾物

资 83580 件，支持灾区救助安置工作。

截至目前，灾区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转移安

置。目前甘孜、雅安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总

体平稳，供应充足、秩序良好。全面排查次生灾

害、抢通基础设施、开展保险理赔等工作正稳步

进行。

（综合本报记者王明峰、宋豪新、王永战、邱超

奕、王浩、白剑峰、申少铁、喻思南、李卓尔报道）

图①：9 月 6 日，在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四川

省人民医院赴泸定医疗队医务人员正接诊直升机

转运出来的伤员。

王明峰 兰昌文摄影报道

图②：9 月 5 日晚，在四川省泸定县得妥镇联

合村隧道入口处，消防人员正转移被困群众。

王明峰 陈兆波摄影报道

图③：9 月 6 日，因道路损毁严重，四川省森林

消防总队特勤大队二中队队员徒步前往泸定县磨

西镇燕子沟深处的大乌科村，搜寻被困群众。

宋豪新 曾 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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