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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岁的庞彩云早早复印好教师资格证

件，待“银龄讲学计划”招募公告一出，便迅

速提交了报名申请。

庞彩云是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河畔镇

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从 2019 年起，连

续 4 年参加“银龄讲学计划”，足迹到过白

银、天水、庆阳、平凉。每到一地，她都毫无

保留地将自己 30 年的教学经验，倾囊传授

给偏远乡村的教师们，给孩子们带来一堂

又一堂精品课程。

作为首批“银龄讲学计划”试点省份，

甘肃省 2018 年制定了《甘肃省银龄讲学计

划 工 作 方 案》，并 于 当 年 秋 季 学 期 开 始

实施。

4 年多来，甘肃共有 260 人次的退休教

师前往 11 个市州的 33 个县区开展银龄讲

学服务，其中绝大多数去往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为提升当地教育教学水平、促进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难舍讲台
“我就喜欢和孩子们待在

一起，一辈子不离教育”

“换乘 3 趟大巴，搭乘 1 次出租车，前后

耗时约 8 个小时，才从老家会宁赶到天水市

清水县陇东镇谢沟小学。”回忆起第一次跨

市参加银龄讲学，庞彩云印象深刻。头天

下午抵达，第二天开会报到，来不及过多休

整，她便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

尽管有心理准备，谢沟小学的情况还是

让她吃了一惊：全校 6 个年级，仅有 6 名教

师，每名教师少说也要带三四门课程。根据

安排，庞彩云负责两个年级的数学和体育，

外加两节课外辅导，每周的课时达 17节。

更 棘 手 的 是 ，学 生 们 数 学 基 础 薄 弱 ，

“多数孩子乘法口诀掌握不牢，课堂一提

问，常常鸦雀无声。”庞彩云说。

“就从培养学习兴趣开始！”庞彩云制

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让书本知识与学生

熟悉的环境发生“化学反应”。讲到立体图

形时，她时不时拿起桌上的水杯、铅笔和橡

皮举例；为解释清楚“溶液”的含义，她现场

演示，将白砂糖混入水中搅拌；针对乘法口

诀，她不要求死记硬背，而是把班上学生请

到操场，多名学生一字排开，轮流伸出同样

数量的手指，然后请同学“清点计数”……

在庞彩云和其他老师的努力下，孩子们成

绩不断提升，考试平均分提高了 30 多分。

“小时候，家里兄弟多，女孩很少有读

书机会。我父亲也是一名乡村教师，他教

我读书识字，带我走进学校。”成长于西北

农村的庞彩云，对乡村教育有特殊感情。

她感慨，正因为乡村教育，才有了自己改变

命运的契机。因此，她对偏远乡村的学生

总是格外上心。即使辛苦，庞彩云乐此不

疲，“我就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一辈子

不离教育。”

在甘肃，有不少像庞彩云这样扎根基

层、服务基层的退休教师。甘肃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处长温攀玺介绍：“我们招募到

的银龄讲学教师多数来自县乡地区，他们

帮助农村学校提升教学水平和育人能力，

为缓解农村优秀师资总量不足等问题作出

了贡献。”

传道授业
“ 教 师 不 仅 是 传 授 知

识 的 教育者，还是塑造学生
健全人格的先生”

退休后，王杰总觉得教书育人这活儿

“还没干够”。听说“银龄讲学计划”后，他

满心欢喜，第一时间报了名，被临夏回族自

治州和政县第四中学录用。

在和政四中，王杰被聘任为名誉校长，

指导学校语文教师和新手班主任开展工

作，同时协助参与学校管理。校长黄志平

坦言，刚开始担心王老师不适应，没想到一

干就是 3 年多。

王 杰 还 指 导 学 校 语 文 教 研 组 编 写 了

“国学文化经典诵读读本”，利用大课间督

促学生诵读；同时提倡以课题研究带动教

育水平提升，指导青年教师申报了十余个

教研项目。

多管齐下，和政四中教学质量一年一

个台阶，“2021 年在全州初中生模拟考试

中，和政四中八年级语文成绩跃居全县第

一。”王杰很自豪。

家 住 庆 阳 市 西 峰 区 的 曹 小 平 老 师 ，

2020 年退休后，通过“银龄讲学计划”来到

庆城县白马铺镇白马小学，“这里的孩子有

些胆小拘谨、不善言谈、缺乏自信。”于是，

曹小平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上，带他们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胡欣怡是校“三好学生”，性格内敛，不

爱说话。 2021 年 4 月，胡欣怡被学校推荐

参加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研学活动，曹

小平鼓励她写一篇研学感悟，在年级大会

上朗读。后来，胡欣怡悄悄告诉曹小平，虽

然当时很害怕，但同学们给予的掌声和肯

定的眼神，让她感到骄傲。

“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者，还是

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先生。”曹小平说。

授人以渔
“说是支教，我们可是盼着

她来指教哩”

“自从史老师踏进校园，就没把自己当

成‘流水的兵’。”提起银龄讲学教师史艳

艳，平凉市庄浪县南坪镇刘窑小学负责人

赞不绝口。全校 17 名任课教师，14 名刚参

加工作不久，年轻教师数量多、占比大，史

艳 艳 的 到 来 ，及 时 雨 般 发 挥 了“ 传 帮 带 ”

作用。

56 岁的史艳艳原先在庄浪县第二小学

任教，退休后难舍三尺讲台，2021 年 9 月来

到刘窑小学继续干起“老本行”——担任低

年级数学教师。为了提升学生学习积极

性，史艳艳经常和学生谈心，了解他们所思

所想，还自费购买了许多学习用品，奖励给

上课积极回答的同学，并从家中带来课外

书，拓宽学生的视野，“东西虽不值钱，但对

学生是一种鼓励，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史艳艳说，效果出奇地好，一个学期过后，

不少学生成绩达到了优秀。

发生在史艳艳班上的变化，吸引了学校

年轻教师的注意，听评课邀约接踵而至。史

艳艳欣然应允，认真去听每一节课，并发现

年轻教师课堂教学中存在“满堂灌”等问

题。为此，她归类分析，举办辅导讲座、上示

范课，传授课前热身小游戏。一年下来，她

随堂听评课 40 节，上指导课 15 节，结对帮扶

的 4名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明显提高。

“说 是 支 教 ，我 们 可 是 盼 着 她 来 指 教

哩！”青年教师张小娟不仅是史艳艳的帮扶

对象，还是朝夕相处的室友。“史老师经常

从家带好吃的来分享，衣服扣子掉了，她还

帮我们缝补。我是班主任，有时忙不过来，

史老师就帮我批改作业，晚饭后，我们还一

起到花园遛弯。”张小娟说，“虽然年龄相差

几十岁，可我们都处成朋友了！”

据 了 解 ，甘 肃 作 为 西 部 欠 发 达 省 份 ，

银龄讲学教师的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承

担，标准为年人均 2 万元。“银龄教师到农

村讲学，他们对教育事业有热爱、对脱贫

地区有感情、对基层学生有情怀。”温攀玺

说，下一步将持续为银龄讲学教师提供必

要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激励，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动员更多退休教师加入“银龄讲学

计划”行列。

4年多来，甘肃一批退休教师深入33个县区开展教学

情系乡村教育 重返三尺讲台
本报记者 赵帅杰

作为“银龄讲学计划”
试点省份，4年多来，甘肃
省累计组织退休教师 260
人次前往 11 个市州的 33
个县区开展银龄讲学服
务，为提升当地教育教学
水平、促进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贡献力量。三尺讲
台，倾情奉献；银发师者，
不减赤诚。

核心阅读■倾听R

本报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丁雅诵）

近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18 年“银龄

讲学计划”启动实施以来，面向社会公开招

募优秀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级

教师等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发挥优

秀退休教师引领示范作用，促进城乡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

数据显示，共有 18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实施了“银龄讲学计划”，截至目

前共招募到 2 万余名退休讲学教师。计划

开展以来，有效推动了农村教育发展，缓解

了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优秀师资薄弱现象，

有利于助力推动乡村振兴衔接教育脱贫攻

坚成果。

全国 2万余名退休教师加入“银龄讲学计划”

■链接R

称重，测量，观察籽粒大小、饱满度

……在实验室见到党的二十大代表、天

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时

晓伟时，她正在几百份小麦种子样品前

紧张忙碌，“这些都是最新培育的小麦品

种，一部分将带到云南扩繁。”

从事小麦优质高产育种研究工作 22
年，时晓伟探索出了南繁加代、穿梭育

种、品质综合评价和试验示范同步进行

的小麦高效育种技术方法，显著提高了

育种进程和新品种选育质量。

随着春节临近，时晓伟和同事们正

抓紧分析春小麦品质，“我们利用时空、

气候差异，进行穿梭育种、南繁加代，从

而提升品种选育质量，加快繁育速度。”

打开编号“S22F6—1372”的小麦样

品 口 袋 ，时 晓 伟 小 心 拈 出 10 余 粒 小 麦

种子，轻轻捧在手心，对着灯光仔细查

看。“这个品系粒大，但太瘪，黑胚重，可

做 大 粒 亲 本 ，做 品 种 不 适 合 。”时 晓

伟说。

对培育的小麦进行室内考种，是一

项精细的技术活。时晓伟说，不仅要观

察每一世代不同家系间小麦籽粒的饱满

度、大小、均匀程度、有无黑胚、胚乳是角

质还是粉质等性状，还要结合田间农艺

性状调查记载，综合考虑保留哪些家系

进入下一世代，淘汰哪些家系。

来到小麦品质分析实验室，里面有

揉混仪、粉质仪、拉伸仪等分析仪器，还

有 2022 年 新 添 置 的 全 套 面 包 烘 焙 设

备。“通过面包的组织结构、粘弹性等，

分析评价面粉品质。”时晓伟说，只有通

过全方位、严格的品质分析，才能选择

优质高产品系进入天津市春小麦区域

试验。

小麦品种迭代从 6 年 6 代，逐渐缩短

为 3 年 8 代；小麦亩产从津强 1 号的 150
公斤，增长到津强 14 号、16 号的亩产 450
公斤左右；津强系列强筋春小麦品种累

计推广 1000 多万亩……20 多年来，时晓伟和团队全身心投入小麦优

质高产育种研究工作。截至目前，共选育出 14 个强筋高产春小麦品

种、7 个优质高产冬小麦品种。

走出实验室，记者跟随时晓伟来到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冬小麦

育种试验田。“冬小麦早已浇完冬水，进入‘冬眠’时间。”看着泛着青

色的麦苗，时晓伟说，让小麦高产，既要有良种，也要科学种植，精心

管理，“要关注气温、降水等情况，加强实地踏勘，及时弥补麦田裂缝，

防止麦苗受冻，确保麦苗春季返青。”

接下来这一个月，时晓伟还要深入农村，给基层农技人员及麦农

授课，讲解麦田管理注意事项。“只要能让小麦丰收，把小麦当家品种

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再苦再累都值得。”时晓伟说，2023 年春天，具有

高产、强筋、抗病特性的津强 14 号、16 号小麦将投入小面积生产示

范，“我对这两款品种的种植前景充满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时晓伟表示，将继续扎根一线加强良种技术攻关，助

力小麦优质高产，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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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丁怡

婷）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2023 年全国能源

工作会议上获悉：2022 年我国全力推动

油气增储上产，原油产量重回 2 亿吨，天

然气产量超过 2170 亿立方米。

会上，国家能源局还公布了 2022 年

能源工作的其他“成绩单”——

全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煤炭总产

量约 44.5 亿吨、同比增长 8%，预计全年

电煤中长期合同实际兑现量约 20 亿吨，

稳住电煤供应的基本盘；加速推进能源

重大工程，预计全年全国重点能源项目

完成投资 2 万亿元左右；着力调整优化

能 源 结 构 ，第 一 批 大 型 风 电 光 伏 基 地

9705 万千瓦已全部开工，第二批、第三

批基地项目陆续推进，全年风电光伏发

电新增装机预计 1.2 亿千瓦以上。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年

来，我国油气管网总里程翻倍，西电东送

能力提升到 3 亿千瓦，清洁能源在能源

消费增量中的占比超过 60%，以年均不

到 3%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年均超过

6%的国民经济增长，能源自主保障能力

超过 80%。

2022年我国原油产量重回 2亿吨
预计全年重点能源项目完成投资约 2 万亿元

1 月 5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

水库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电缆。

该项目是国内第二大单体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投资 9.6 亿元，首期建设

装机容量 202 兆瓦，将在 4000 余亩水面上安装光伏组件 37 万块。项目投产

后，每年可提供 2.2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能源。

朱玉东摄（人民视觉）

光伏电站

紧张施工

（上接第一版）国家能源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5 日，全国煤

炭产量 1.9 亿吨，日均产量 1251 万吨，

全国统调电厂电煤库存 1.76 亿吨、可

用 24 天。

与此同时，油气增储上产全力推

动。作为川气东送管道的重要气源之

一，中国石化涪陵页岩气田加快新井

投产步伐、精细老井稳产措施，不断提

高气田产量水平。“2022 年投产新井 60
多口，目前气田日产天然气 2000 万立

方米左右。”中国石化江汉油田涪陵页

岩气公司党委书记宋军备说。

这个供暖季，油气行业勘探开发

捷报频传，守护冬日温暖：中国海油恩

平 15—1 油田群首期项目投入生产，建

有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中国

石油长庆油田天然气年产量突破 500
亿立方米，我国建成首个年产 500 亿立

方米特大型产气区……2022 年我国原

油产量继 2015 年之后重回 2 亿吨，天

然气产量超过 2170 亿立方米，连续 6
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

煤炭和油气之外，清洁能源也在

能源保供中“各显其能”。东北平原，

辽 宁 红 沿 河 核 电 站 核 能 供 暖 示 范 项

目 正 式 投 运 ，惠 及 当 地 近 两 万 居 民 ；

西南峡谷，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

产 发 电 ；藏 北 高 原 ，西 藏 最 大 光 伏 发

电保供项目全容量并网。2022 年，我

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预计达 1.2
亿千瓦以上，提供更多绿色低碳保供

力量。

保运量，能源运输
通道顺畅高效

能源保供，产量提升了，运量也需

跟上。凌晨 2 点，位于河北沧州的黄骅

港灯火通明，一艘艘货轮在码头排队

停靠，等待煤炭卸车装船。“通过推进

生产调度智能化、设备管理信息化等

举措，2022 年卸车效率和装船效率同

比分别提高 1.4%和 2.6%。”黄骅港务生

产指挥中心生产计划员陈浩介绍，去

年 四 季 度 以 来 ，黄 骅 港 日 均 卸 车 140

列，最高一天达到 160 余列，2022 年累

计装船量突破 2 亿吨。

入冬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统筹做

好运力安排，强化煤炭铁路、公路、水

路运输衔接协同高效顺畅；统筹抓好

电网、管网安全运行，确保电力和油气

安全稳定输送。

保障电煤运输。铁路部门充分发

挥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疆煤外运主要

通道作用，大力开行万吨列车，确保电

煤运输畅通高效。2022 年前 11 个月，

国家铁路完成煤炭运量 19.1 亿吨，同

比增加 1.43 亿吨、增长 8.1%，其中电煤

运量 13.5 亿吨，同比增长 13.2%，均创

历史最好水平。

确保送电安全。进入冬季，河北

承德地区大风、寒潮天气多发。“近期

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

为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我们运用

了无人机自主巡检、分布式故障监测

等智慧手段，可以在 1 分钟内快速定位

因大风引起的输电线路舞动等安全隐

患。”国网承德供电公司输电全景智慧

指挥中心值班员于长任介绍，去年 12
月以来，他们运用无人机在塞罕坝区

域开展线路低温天气巡护 140 余处。

在南方电网广东公司，为应对寒潮来

袭，通过加装覆冰监测装置对全省冰

区实现 220 千伏线路覆冰在线监测全

覆盖。

畅通输气管网。去年 12 月，中俄

东 线 天 然 气 管 道 工 程 泰 安 至 泰 兴 段

正式投产，“北气南下”通道延伸至长

三角地区，将长三角地区日天然气保

供 能 力 提 升 约 5000 万 立 方 米 。 国 家

管 网 集 团 加 速“ 全 国 一 张 网 ”织 网 组

网 ，打 通 区 域 梗 阻 ，提 升 资 源 互 供 互

保能力。

增储量，能源“粮仓”
建设稳步推进

储 气 设 施 相 当 于 天 然 气 的“ 粮

仓”，是促进天然气供需动态平衡、增

强供应保障能力的重要设施。油气行

业加快推进储气库扩容达产工程和新

建储气库工程建设，全力提升储气调

峰能力。

“2022 年，我们建成了文 23 储气库

一期加密井、金坛储气库达容达产和

刘庄储气库扩容等工程，3 座储气库新

增工作气量 3.4 亿立方米，入冬前形成

总工作气量近 30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

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入冬前，与国家

管网相连的各储气库超额完成注气任

务，累计注气超 160 亿立方米，为天然

气保供增添底气。

在山东能源集团，“煤仓”建设正

抓紧推进。去年 10 月底，鲁西煤炭储

配基地二期工程竣工，目前 120 万吨的

煤炭储备能力，可满足周边电厂 3 个月

发电用煤需求。“增加煤炭储备，既能

避免因天气恶劣、运输不畅等特殊情

况造成的缺煤，也可以平抑煤炭价格

波 动 。”山 东 能 源 集 团 规 划 发 展 部 部

长张海军介绍，2022 年集团预计建成

煤炭静态储备能力约 1290 万吨，“我

们将继续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为

做好迎峰度冬保暖保供工作贡献国企

力量。”

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煤电油气

运保障工作、持续深化能源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为能源稳价提供了坚实支

撑。近日，北方港动力煤贸易商现货

报价比前期明显下降，2022 年 12 月 14
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LNG 交

易价约 5.6 元/立方米，同期国际东北

亚地区现货价格折合人民币 10.1 元/
立方米。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新 闻 发 言 人 介

绍 ，目 前 全 国 能 源 供 需 总 体 平 稳 有

序。接下来要持续健全煤炭、天然气、

电力多能互补的综合应急调度机制，

强化调度安排，着力提高能源顶峰能

力。提前组织制定预案，做好应对后

续寒潮天气的准备，牢牢守住民生用

能底线。做好重点地区、重点时段保

暖保供工作，密切监测东北地区供暖

企业库存，强化铁路运输保障；统筹用

好储气，严格合同履约，做好北京、河

北等重点地区民生用气保供；确保春

节等重点时段能源供应，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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