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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国装备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8.2%

2021年稳居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大力号”起航出海 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
古船出水文物呈现上海开埠初期多元文化

10年间我国专任教师增长近400万人

社会楷模 世人榜样
——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速写

新华社记者 徐 壮

师者，人之模范也。
中宣部、教育部6日公布2022年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名单。涵盖高教、职教、中小
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的12位老
师获得这一荣誉。或深耕思政课堂，或勇
攀科研高峰，或矢志扎根基层，或为孩子
倾注大爱深情……他们潜心育人塑楷模，
牢记使命做榜样，成为广大人民教师的优
秀代表和杰出典范。

深耕思政课堂

思政课教师，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的人。

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从教 40 余年，
他写的《哲学通论》再版 10 余次，成为全
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为思想政
治教育和社会科学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我的事业是研
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年过古稀的
孙正聿始终把培养“人”当作自己的“终身
大事”，至今仍在为本科生讲课。他希望，
能像自己崇拜的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
而工作”。

前辈老骥伏枥，后学锐意进取。来自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的年轻教
师郭晓芳，把思政课“玩”出新花样。

作为湖南省“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
堂总班主任，郭晓芳将新时代“云端”思政
课进行多维度创新，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
学生喜爱的时事、人物等“活教材”中，打
造出 46 个大课专题、600 余个配套课程，
覆盖全省 2.8万余所学校并辐射全国，形
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思政品牌。

勇攀科研高峰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士莪被称为
“一站到底的院士”。只因年过九旬的他，
从不坐着给学生上课。

创建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
水声专业；参与培养了中国首批水声专业
骨干；中国水声定位方法最早的提出者和
技术决策者……直到现在，杨士莪仍奋战
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希望我们的后浪，在国家的支持下，
为中国海洋事业、水声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这是杨士莪90岁时许的生日愿望。

名单中的另一位院士康绍忠来自中
国农业大学，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便致力
于农业高效用水与水资源的教学科研
工作。

创建旱区农业水土工程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发起成立中国农业水问题研究中
心，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农业水土工程国
家重点学科……如今，康绍忠的农业高效
节水技术年节水量可达10多亿立方米。

“还西北旱区一片绿洲”，这是康绍忠
从教30多年来不曾更改的初心。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教授张先
庚，同样将教学科研一线视作自己的“主
战场”。她领导下的四川护理职业学院，仅
用 3 年时间就实现从中职到高职的转型
升级。“继续坚守教育与卫生报国初心，勇
担职教改革使命”，这是张先庚最新的
目标。

矢志扎根基层

“深耕一寸，苗长一尺”。那些矢志扎
根基层、默默发光发热的教师，总是令人
无比感佩。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
总校长、教师杨瑞清，40多年坚持扎根乡
村办教育，把乡土生活作为教学资源。他

创办的行知小学，也从一所简陋破旧的乡
村小学，发展为集幼、小、中和教育实践基
地为一体的集团化现代学校。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第一中学校长、
教师杨明生，留守家乡贫穷落后的地区
30多年，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他数次拒
绝发达地区的高薪聘请，更克服肿瘤病
痛，用奋斗赢得霍邱老百姓最真诚的
赞誉。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明花学校教师
安文军，30 年辗转 4 个乡村学校，将青春
和爱心全部奉献给牧区的孩子。他主持完
成的三项课题，为牧区学校学生习惯培
养、心理健康辅导、理想教育、提升学生综
合素养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书香校园提
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倾注大爱深情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
才有责任。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李粉霞
深谙这个道理。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霞姐”
的她，用无微不至的关爱帮助职校学生学
习成长。她说，必须让学生在职业学校找
到梦想和希望，那就是以技立身。

另一位来自职业学校武汉市旅游学

校的老师马丹同样用无私的爱心关心学
生的成长发展。2016年以来，她两次申请
参加“组团式”援藏工作，在雪域高原上践
行“爱的教育”。她说，选择了援藏就选择
了奉献和担当。

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教师周美琴拥有 35 年的特教生涯。特殊
儿童的悲喜她感同身受，特殊儿童的生命
她用专业守护。她的学生中，有的在国际
上表演，有的考上著名大学，更多孩子则
学会了自食其力。她说，孩子的成长，就是
我的成就。

今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80 后”
孙怡最年轻，教龄却也超过20年。2000年
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身学前教育，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
份事业。22 年来，近千名 3 到 6 岁的边疆
孩子得到她的照料。她说，只有用爱才能
教育孩子。

又是一个九月开学季，又是一批教书
育人楷模。

从幼儿园到高校，从职业学校到特殊
学校，从文科到理工科……他们代表着新
时代教师队伍的杰出风采，用心用情诠释
出“四有”好老师的可爱模样。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徐壮）
我国专任教师总量从2012年的1462.9万
人增长到2021年的1844.4万人；各级各
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占比
从 32.6%提高到 70.3%，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超过50%，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22.9万人增加到42.4万人、博士研究
生导师从 6.9万人增加到 13.2万人——
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实现了
量质齐升。

教育部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发展成
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
了以上情况。

高质量的教师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
教育体系和高效的教师评价体系。任友
群说，我国已建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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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由原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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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评价体系方面，教师管理综合
改革走向深化：中小学设立正高级教师
职称，推进中等职业院校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学
校，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落实师德
师风第一标准要求，推行负面清单和师
德严重违规全行业禁止准入制度。

这10年，也是我国教师地位待遇不
断提升的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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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130 余万名乡村教
师获益。

任友群透露，未来将继续推进教师
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推进职称改
革，深化教师评价改革，提高教龄津贴标
准，完善教师工资待遇长效联动机制。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即将开展
全国中小学教师减负自查整改，教师法
修订正在进行，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将得
到完善。

相

关

据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记者孙
丽萍、丁汀）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古
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6日正式启动。下
午，作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
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缓缓驶离上
海横沙码头，起航前往长江口二号古船
遗址现场。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
的贸易商船。目前，它正沉睡于上海崇明
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古船船体
埋藏于海床下 5.5米。考古调查显示，这
艘清代古船船身现存约 38.1米，已探明
有 31 个舱室，其中载有不少精美文物，
迄今已经清理出水600多件陶瓷器。

据介绍，上海古船打捞迁移工程采
用世界首创“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
移技术”。海上现场作业阶段，“大力
号”将在古船四周放下 22 根巨型弧形
梁，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柱沉箱，把总
重量 1 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滴水
不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嵌入另一
艘特制打捞专用工程船“奋力”轮的中
部开口月池。整个海上作业预计耗时2
至3个月。

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于今年年底前
“破浪而出”。“奋力”轮将“怀抱”长江口
二号古船行驶到杨浦上海船厂百年旧
址。考古人员将展开后续考古工作，一
座古船博物馆也将就地展开营建。长江
口二号古船将“安家”于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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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目作为中
国水下考古重大工程已被列入《“十四
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记者孙丽
萍、丁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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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9月6日在上海横沙码头拍摄的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主作业船——
“大力号”。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②8月23日拍摄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文物越南水烟罐。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③8月23日拍摄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的“二甲传胪图”杯。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①①

他们是哨兵，从高山平原、大海小岛到塞外
林场，看护着山水林田湖草沙，预报着地质灾
害、海洋风暴，坚守着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
这是中央宣传部、自然资源部即将联合发布的
2021 年“最美自然守护者”先进事迹。他们包
括 9位个人、1个集体，代表着自然资源管理系
统150万名自然守护者。

守护是一辈子的事

那一年，董鸿儒 19 岁。他惜别新婚妻子，
背起行囊，步行到县城40公里外的苏木山当起
护林员。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守护。

如今已 83 岁的董鸿儒，1958 年参加工作，
历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林场护林
员、工程师、林场场长并兼任县林业局副局长、
县政协副主席。

即使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仍固守一个原则：
不去机关上班，留在林场。他带着林场职工，用
42年，把荒山秃岭变成18.6万亩森林。

对姜文凯来说，小岛就是一辈子。千里岩
是黄海中部一座孤岛，在这个0.135平方公里的
小岛上，姜文凯守了 25 年，加上守护其他小岛
13年，他把青春献给了海洋监测。

对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高川乡自然资源所
原负责人马银国来说，高山峡谷就是一辈子。
高川乡平均海拔1500米，有汶川大地震形成的
亚洲最大滑坡体“大光包”，滑坡、崩塌、泥石流
多发。马银国自编《守护生命安全》等宣传稿
350 余篇，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区内家家户
户。173平方公里土地上，41年，他累计走了12
万余公里。

用科技叩响自然之门

作为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首席科学家，殷
跃平守护的是三峡库区到青藏高原的地灾防治。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保障库区 120 万移
民地质安全是重中之重。殷跃平持续跟踪研究
库区地质安全问题，成为三峡库区地质安全的
著名专家。他把三峡库区防灾理论，成功运用
于四川、云南、西藏等特大滑坡工程治理。殷跃
平通过成灾机理研究，找到滑坡共性，建立预警模型，地灾监测预警走上科
技支撑之路。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科技创新中心主任李大鹏，是“与金子打交道的
人”。李大鹏所在团队通过创新成矿理论，实现鲁西归来庄矿田深部金矿资
源量增加20余吨的新突破；在莱州焦家金矿带成功实施“中国岩金第一见
矿深钻”，在近3266米处发现厚达25米的目前我国最深金矿体，攻克金矿深
部资源勘查难关。

任秀波，作为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办公室主任，两次参加珠峰复
测。2005年珠峰复测，他在海拔6500米以上区域作业达43天，在海拔7500
米突遇特大暴风雪，冒着双手被截肢危险摘下羽绒手套进行20多分钟测绘
作业，成功将重力测量推进到海拔 7790 米，获取三维坐标并攀登到海拔
8000 米。2020 年珠峰复测，任秀波有近两个月时间几乎一直坚守在海拔
5200米的大本营，多次前往海拔 5400米的二本营和 5800米至 6300米的登
山路线，给年轻队员培训登山和设备使用技能。

他们身后就是红线

他们是不可侵犯的岗哨，守护着一条条红线。
杭州市国土整治中心主任沈乐毅，从2015年起牵头组织杭州市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工作，通过多规融合、优化生态、集约用地、都市农业、农耕传承
创新模式，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54 万亩，被原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评价为

“杭州样板”。
对耕地保护无限热爱、对违法占地疾恶如仇，张辉作为河南省漯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办公室主任，先后组织召开会议28
次，出台文件16份，下发通知72次，暗访督导各县区28次，核查整改违法用
地1100多宗、8300多亩。

钮栋梁是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多年来，他
通过组织“夜鹰”“春隼”等行动，破获多起非法狩猎案，9 名涉案人员被判
刑。随着崇明生态修复项目成功实施，鸟类种群数量显著增加，越冬小天鹅
从2016年冬天的60只增长到2021年初的600余只。

守护岂止在深山。“最美自然守护者”还有一个集体，是江苏省自然资源
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6位工作人员都是党员，均有硕士以上学历。他
们主动作为、开拓创新，成为服务民生、方便市民的“店小二”。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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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者张辛欣）工信部 6 日举行“大
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主题新闻
发布会，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
王卫明在会上表示，我国装备工业
产业规模持续扩张，2012 至 2021
年 ，装 备 工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8.2%，始终保持中高速。特别是今年
以来，装备工业克服疫情影响率先
回升，拉动制造业较快恢复。

装备工业是大国制造的坚实支
撑。十年来，我国装备工业产业规模
持续扩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会上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
装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10.51 万
家，比 2012 年增长近 45.30%；资产
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达到
28.83、26.47 和 1.57 万亿元，比 2012
年 增 长 92.97% 、47.76% 、28.84% 。
2021年，装备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0 万亿
元，同比增长18.58%。

“十年来，我们以‘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为抓手，持续补
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工业母机行
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自
主开发能力和可靠性水平显著提
升。”王卫明说，目前已突破了全数
字化高速高精运动控制、多轴联动
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国产高档数
控系统实现从无到有，在国产机床
中市场占有率提高到31.9%。

在工程机械领域，我国已形成

22大类工程机械产品，工程机械国
内 市 场 满 足 率 从 2012 年 的 不 到
90%提高到目前的 96%以上，挖掘
机、起重机、装载机等主要产品产量
居全球第一。

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郭
守刚表示，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快
速增长，2021年机器人全行业营业
收入超过 1300 亿元。其中，工业机
器人产量达36.6万台，比2015年增
长了10倍，稳居全球第一大工业机
器人市场。

郭守刚说，机器人被誉为“制造
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
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
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
极大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机
器人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其中，工业
机器人应用覆盖国民经济 60 个行
业大类、168个行业中类。据有关机
构统计，2021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
密度达到每万人超 300 台，比 2012
年增长约13倍。

“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大
显身手’，不断孕育出新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郭守刚说，我国机器人产业
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精密减速器、
智能控制器、实时操作系统等核心部
件研发取得进展，行业内101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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