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
我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特别是围绕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工作，先后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天津市加强
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举措》、《关于加
强我市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若干举
措》、《关于落实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实施
意见》、《天津市教师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等
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文件，全方位、多角度、系统
化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五年来重点推进以下
几方面工作。

重师德、铸师魂

强化教师职业素养

一是强化思政引领，铸魂师资队伍。加强教
师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党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加强党对教师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教师在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全面发挥。将教师思
想政治教育贯彻教师职业生涯的全过程，以思想
政治教育引领教师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师
专业成长、职业发展深入贯通与融合。健全教师
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化、常态化
学习，通过课程讲授、专家讲座、交流研讨等方
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
入心，筑牢教师信仰根基，使广大教师真正成为
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二是强化师德师风，坚持师德为先。健全完
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先后出台《关于建立
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
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
若干举措》等系列文件，划定师德底线红线，强
化师德监督、考评、表彰与惩戒力度，始终把师
德建设摆在育人工作的首要位置。健全师德师
风考评制度，印发《天津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
行为规范、天津市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
单、天津市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考核指标体
系》、《关于建立天津市教师师德承诺书和师德
档案的通知》等文件，将师德师风考核与教师聘
任、职称晋升、评优等相统一，把师德师风作为
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师风建设
常态化。

三是强化典型示范，营造良好氛围。积极培
树师德先进典型，我市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
模范教师、教书育人楷模等先进个人和多个先进
集体，我市河北区光明小学张媛等29名教师获全
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滨海新
区大港第四中学等14所学校获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等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
学名誉校长张伯礼等5人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天津工业大学纤维新材料创新教师团队等12

个团队被认定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2022年，天津市职业大学教师李建国当选
“全国最美教师”。健全师德师风宣传机制，深入
开展“津门师德巡讲”系列活动，组建100人的天
津市“师德宣讲团”，开展市级师德巡讲。组织
“津门优秀教师风采”摄影大赛和以“十项准则”
为主要内容的“天津市中小幼教师书法大赛”等
活动。天津教委网站开设“师德师风建设”专栏，
强化正面宣传，弘扬高尚师德。维护教师权益，
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入职、
获奖、荣退等相关活动的指导意见》，实施《天津
市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清单》，大力弘扬尊师重
教传统，为教师营造教师安心、热心、舒心、静心
从教的良好环境。

强师能、提素质

强化教师专业素养

一是积极搭建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围绕基
础教育师资培训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市实
施完成“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科领航教师
培养工程”、“乡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项目”、“乡
村幼儿师资培训工程”、“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
能力提升计划”等多项师资培训项目，实现了两
个“全覆盖”，即：各学段、各学科领军人才和骨
干教师培训全覆盖；乡村教师培训全覆盖。各
项目累计参训人数达2.98万人次。“十四五”期
间，启动实施“新时代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助力计
划”、“未来教育家行动计划”、“中小学校长领导
力提升计划”、“特级教师训练营计划”、“乡村幼
儿园骨干师资专业发展助力计划”、“追求卓越
幼教师资培训项目”等六项市级师资培训项目，
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教师搭建专业发展平台，进一步强化乡村教师
专业发展，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师资差异。

二是培育构建基础教育骨干教师队伍。实
施中小学津门三杰（杰出校长、班主任、教师）培
养支持计划，已遴选2020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度三个批次，目前累计已有29人入选杰出津
门校长，60人入选杰出津门班主任，90人入选杰
出津门教师。打造天津教育品牌，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集聚和造就了一批师德高尚、关爱
学生，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学科领军能力、丰富
教学经验、改革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型校长和教
师。在扎实推进实施各级人才培养、培训项目
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市、区、校级三级学科骨干
教师培养、认定、管理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市
级学科骨干教师规模达到1235名，区级学科骨
干教师规模达到19196名、校级学科骨干教师规
模达到 23021 名，学科骨干教师资源坚持向农
村、边远和薄弱学校倾斜，向薄弱学段、学科倾
斜，市区校三级骨干教师梯队逐步建立完善，在
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三是大力加强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聚焦人才引育工作，多措并举增强高校对人才的
吸引力，着力打造教育“人才高地”，引来更多

“金凤凰”。组织高校办好院士、人才国际交流
论坛等，以会识才、以会聚才、以会引才，不断拓
展引才渠道，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做到精准引才、实效用才。统筹长
江学者等国家级人才支持计划，用好我市领军
人才引进和杰出人才培养等专项，支持高校“一
校一策”、“一人一议”等方式，打造三级协同的
高校人才引育相互支撑的工作体系，大力加强
高端人才的引育。截至目前，我市高校在聘国
家级人才达到1069人。

重激励、促发展

强化教师队伍管理

一是深化教师职称分类评价改革。健全和
完善高校、中职、中小学教师职称分类评价体
系。先后制定了深化中职学校、中小学、高等学
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指导推动教师
职称分类评价。“破五唯”与“立新标”相结合，建
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分层评价标准。把师德师风作
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
能力、教书育人效果和业绩贡献导向，丰富职称评
价标准中业绩条件选项，实现“分类可选、并联可
替代”。注重评价的多元化、过程化，推行代表性
成果评价，淡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等量化和硬性
指标要求，引导高校教师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支持天津经济社会建设。

二是做好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健全完善义务
教育教师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和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联动机制，确保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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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落实乡村教师
增加绩效工资政策，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落
实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激

发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出台《市教委
关于所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实行绩效工资单列有关
问题的通知》，给予高校更多收入分配自主权，对于
急需紧缺、业绩突出和业内认可的高层次人才，高
校可参考人才市场价格合理确定薪酬水平，实行年
薪制、协议工资制或者项目工资制。

三是均衡配置教师资源。推进实施“区管校
聘”管理改革，按3%—5%比例适当增加农村、偏
远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高、中级教师岗位数量。
打破校际编制和岗位壁垒，实现教师从“学校人”
转变为“系统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加强政策指导力度、以推进
骨干教师交流为切入点、以“顶岗任教”为主要形
式、明确优质校向薄弱校交流方向，进一步优化教
师资源配置，增强教师队伍活力，缩小校际之间师
资差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近年来，我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累计交流教师25577人次，其中：
骨干教师13211人次，交流校长1953人次。特别
是近两年来，交流轮岗工作中“交流教师占符合
交流条件教师比例”、“交流教师中骨干教师比
例”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定在20%、50%以上。通过
教师区域流动、城乡流动，进一步实现优质师资
资源均衡配置。持续推动教育部和天津市公费
师范生培养和履约就业，加大中小学教师公开招
聘力度，让更多优秀人才走上教师岗位。

下一步，我市教育系统将坚定信心，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久久为功，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全面深化教师队伍
管理改革，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
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修仁爱之心，树立“躬
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
台，潜心教书育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强
市，推动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教师队伍建设的有力支撑，
为建设美丽天津贡献教育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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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9个教师节，也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个教

师节。组织做好2023年教师节宣传庆祝工作，对于集中展示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展现全国教育大

会召开五年来教师队伍建设的进展成效和广大教师立德树人、自信自强的精神风

貌，大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积极投身教

育强市建设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此之际，本报摘选刊登部分单位大力推进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经验做法、第三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先进事迹、教师代表从教故事，强化榜样引领带动，持续推

动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识、勤

修仁爱之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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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筑牢教育强市根基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

致全体教师的慰问信

教师节特刊

老师，您好！

春兰秋菊，木铎金声。欣逢第

39个教师节，也是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中共天津

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天津市教育

委员会向躬耕三尺讲坛、辛勤孕育

桃李的全体教师致以最诚挚的关心

慰问和节日祝福！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又一个

四季轮回，再一度寒暑易节，全市广

大教师始终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光

和热，在繁忙的工作中付出青春和

汗水。疫情攻坚战，你们独当多面，

志愿服务、社区防控靠前担当、线上

线下教学切换自如；常态教学后，你

们回归课堂，潜心教书育人、呵护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助力学生成长成

才；落实十项行动，你们发挥智力资

源优势，助力天津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有号召，你们义无反顾；社会有

需求，你们勇于奉献。你们用聪慧

睿智和辛勤劳动，帮助学生谱写人

生，为他们编织未来。不辞辛劳，不

计得失，不问荣辱，甘于奉献，你们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这份工作

的丰富和深刻，书写着“教师”这个

职业的神圣和伟大。你们的付出和

努力，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敬意！

兰菊得气，桃李成荫。希望全

体教师树立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

期从教、终身从教的志向，以人民教

育家为榜样，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坚定理想

信念、陶冶道德情操、涵养扎实学

识、勤修仁爱之心，深刻认识教师在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中肩负的光荣使命与重大责任，全

面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素

养和专业技术能力，引导学生锤炼

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源源不断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市大力

推进“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推

进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职业教育工匠之师培养计划、思政

课教师队伍建设综合改革，统筹优

化教师资源配置，全面减轻教师负

担，切实提升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

位、职业地位，各地优秀人才涌入，

八方英杰贤能汇聚，天津的教师们

展现出了大气厚重的学者涵养、谦

和雅正的学者风范、开明包容的学

者思想，天津教育一派生机勃勃。

岁月流光，弹指一瞬；白驹过

隙，历久弥新。古有孔子开杏坛启

智慧星火，今有诸君接薪火传师者

初心。愿广大教师努力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此，衷

心感谢全市广大人民教师的辛勤付

出，敬祝大家快乐！幸福！安康！

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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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19：30 大盛魁
■老采头在草原做

生意时得知葛尔丹叛乱
的消息，清廷也收到加急
文书，运送军粮成了当务
之急，大臣提出让皇商协
助军队运粮，皇上下旨，
让八大皇商各出五十万
两。给皇商孙家打工的
王相卿，父母早逝，跟着
姐姐一家长大，是众人口
中 爱 吹 牛 的“ 王 二 娃
子”，他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看上了皇商孙家的小
姐孙香玉。而孙香玉和
山西太谷曹家公子从小
青梅竹马，孙曹两家还定
了亲……

文艺频道

19：30 粘豆包（10、
11）

■毓秀将小峰接回
家，老憨为了避免尴尬，
主动表示晚上不回家住
了。小峰回到家，发现
家里的情况不对。杜强
将情况告诉了小峰，小
峰一时间难以接受，从
家里跑了出去。白莲急
忙追出去，小峰哭着数
落白莲的不是，最后母
子俩相拥痛哭。杜强发
现小峰给自己带回来一
盆花，非常感动，将花小
心翼翼放在窗台上，这
盆花成了他生活中的寄
托。当天夜里，一家三
口睡在一起，杜强紧紧
地拉住了白莲的手，千
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文艺频道

20：50 相声大会

■《相声大会》推出
“斗笑津城”系列节目，
带观众打卡津城的各大
相声剧场。本期节目来
到老字号相声茶馆——
名流茶馆。名流茶馆始
建于 1991 年，是天津曲
艺界名流切磋交流的场
所。节目中，王曜辉、胡
凯带来的《好者为乐》，
刘春慧、庞军演绎的《口
吐莲花》，王飞、王勇表
演的《反灯谜》，谢洪利、
李建峰表演的《老歌不好
找》与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