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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教育

文/蒋隽

广州造就新时代“大先生”
教育强国教师为本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广州，拥有17.3 万名中小学专任教师，不
断建强教师发展支持新体系、创新教师管理与
保障新机制、构建师德师风建设新机制，打造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促进新时代“大先生”持续涌现。

近年来，广州致力于汇聚教育英才、培养
优秀师资，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各区每年
面向全国招聘优秀师资，中小学、教育集团组
团赴省外“抢”人才。目前广州教师队伍中，
40岁以下的占比 53.26%，中青年教师成为中
坚力量。

“十四五”以来，广州共建设843个市级教
育专家、名教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工作室；共
开设全员培训课程超13000门，培训约776万
人次；开设市级专项培训类项目 230 余项，共
计培训约2.87万人次。

广州强化关键群体培养，全力打造新教师
培训、校长培训、高层次教育人才培训三大品
牌，创造性提出“富养新教师”理念，实施新教
师三年浸润式培训，支持新教师扣好职业发展
的“第一粒扣子”。

广州在全省率先设计并启动“乡村教师学
历提升计划”项目，支持7区 600多所中小学、
幼儿园 5200 名乡村教师提升学历；设立乡村
教师专项课题，专项支持乡村教师开展教育科
学研究，共支持村镇学校课题 290 项、资助经
费177.7万元……

涵养师德、清正师风，是立德树人的基础
性工程，关乎学生成长成才，关乎教育改革发
展。广州坚持高位引领和红线约束一体推进，
健全以“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为路径
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打造“德才兼
备”师资队伍，推动广大教师做好传授知识的

“经师”，成为以仁爱之心育人启智的“人师”，
坚守教育的初心和规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24年，广州市6个集体入选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占全省入选集体总数 20.7%；12
位教师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占全省入选个人总数
12%。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优秀团体和个人的
成就与成绩。

★广州市天河区启慧学校
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发展为集学前至九年一贯

制特殊教育及融合支持指导于一体的区属学校。该
校坚持重建家庭幸福，倡导融合共享的生活理念，专
注提升中重度智力残疾学生的生活质量。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学
以跳绳为载体引领学校事业发展，“七星跳绳梦

之队”先后培养出39名世界跳绳冠军，打破13项世界
跳绳纪录，受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等活动演出。“绳牵
五育，多元发展”教学模式深化推进，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进一步提升。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
围绕“教师、教材、教法”开展改革，2023 年，学校

作为中职学校代表参加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大赛南非
主赛区国际总决赛，获网络营销赛项铜牌。入选广东
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5G+智慧教育”试点，入选
国家规划教材8本等。

★广州市第二中学
形成以二中为核心校、以“元”文化引领，“一校两

核三段四区五元”的格局，集团入选首批省级培育对
象名单，在市属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集团化办学督导评
估中取得“优秀”等级。构建“全面落实国家课程、切
实强化基础课程、提升拔尖创新课程”课程体系。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
前身是建于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历史悠久。有

广东省“最美教师”1名、市级名师工作室3 个；1人纳
入广东省高层次人才计划教学名师项目，1 人获“温
暖广州的最美班主任”称号，1 人获评“最美新时代大
先生”。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是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广东省首批高水平技师学院。学
校拥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名、全国技术能手
23 名，5 个专业带头人牵头承担国家课程标准开发。
学校累计培养培训23名国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国
家斩获 1 金 3 银 7 铜 12 个优胜奖，夺得国家第一、第
二届职业技能大赛13金1银 5优胜奖、金牌总数全国
第一。被授予“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
献奖”。

★冯少荣
广州市新穗学校

冯少荣的工作就是要去唤醒
这一批误入歧途的青少年，作为一
名引路人，在这群孩子迷茫的时
候，为他们指点迷津。累计班主任
年限 10 年，共教育转化特殊孩子
280余人，转化率达到98%。

★胡健平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第二小学

中小学一级体育教师，全国一
级毽球裁判员、全国优秀教练员。
曾为国家队队员勇夺世界毽球锦
标赛冠军，退役后怀揣教育强国梦
与弘扬毽球文化的初心，投身乡村
小学教育。她坚守一线，勇挑重
担，即便条件简陋、工作量巨大，仍
毫无怨言。

★湛建霞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心幼儿园

在幼教领域耕耘 32 年，主持并
参与多项课题研究，推动教育创
新，并注重幼儿自主学习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在知天命之年，踏上雷
州支教的征途，将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无私传授给当地教师，为雷
州市新城街道中心幼儿园注入了
新活力。

★何建行
广州医科大学
院资深胸外科教授、主任医

师。他在 NEJM、Lancet 等顶尖期刊
发表高影响力论文，总 IF 超 3400，
获高度引用。主持多项国家级科
研，培育超 300 名研究生及多名顶
尖学者、医院领导，被誉为华南胸
外科人才摇篮，为医疗界输送了大

量骨干力量。

全国模范教师

★李建生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民乐小学
广州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从教二十四年，始终以教科研为先导，

扎根于教学第一线。在广州市信息技术赋能教学“十百千万”人才培养项目获优
秀成果奖，主持国家级课题和市规划课题各一项，参与市级以上课题6项。

★欧阳敏宜 广州市白云区江村小学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从教23年来奋战在小学农村教学第一线。担任班主任

工作21年，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广州市优秀教师、广州市优秀班主任、梅州兴宁
市优秀支教教师、广州市骨干教师、白云区优秀青年教师等。

★罗笑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从教 26 年，深耕一线，获各级奖励二百多项。直面思政难点痛点，改革创

新。开展长达 16 年的“大教学”实践研究，曾获首届全国中小学思政教师教学基
本功比赛全国典型教学经验。

★周威利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育华小学
从教十二年来获得区级以上课例、教学方案等奖励近五十项。在广州市首届

青年教师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现场技能大赛中斩获一等奖，多项教学设计、教育
教学成果案例等分别获得各级奖励。

★廖懿媚 广州市启明学校
从事特殊教育教学22年，任班主任20年。工作伊始便学会了盲文，更通过回

复学生周记的方式提升盲文水平并拉近与学生距离。她主动跟班上定向行走课
和家政课，以求全面了解盲生，耐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受到学生的喜爱。

★薛宁海 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
在职业教育战线工作24年一线教师，担任广东省中职“双师型”名教师工作室主持

人。钻研学术，潜心育人，是广州市中职信息技术专业学科带头人，主编参编教材多部，
主持参与省级课题多项，辅导带领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吴静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级重点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带头人，广州市劳模和工匠创新

人才工作室主持人。培养了多名全国技术能手、全路技术能手、火车
头奖章。牵头制定铁路行业标准 2 部，主持教科
研项目20余项。

★陈志辉 广州市从化区流溪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扎根农村学校 29 年，在四所乡村学校担任了 23 年校长，获广东省“乡

村教育工作满二十年”的荣誉称号，被聘为省名校长工作室主
持人、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兼职教授、
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等。

广东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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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保

再过几天，辅助生殖技
术纳入医保报销即将落地广
东，为不孕不育家庭“减
负”；就在一个多月前，广州
实施线上购药可用医保支付
……从居住证参保的便利，
到大病保险的默默守护，再
到医保服务的不断创新，医
保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每
一项新变化都是对居民健康
的深情关怀，每一次创新都
是对美好生活的有力助推。

文/陈辉
图/受访者提供

爱的守护，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A 报销了60万元，居民医保里的隐藏待遇

“之前没听说过大病保险，
现在参加来得及吗？能报销多
少？”这是很多家人刚确诊重疾、
即将面对高昂医疗费用的家庭
在听到“大病保险”时的第一反
应。

去年8月，江门台山市林先
生（化姓）正在读高中的女儿确
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到广
州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预计几
十万元的治疗费用，让林先生一
筹莫展。也就是这时，他才第一
次了解“大病保险”是怎么回事。

“大病保险”的全称为“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是城乡居民医
保的重要“隐藏待遇”，即参保人
只要缴费参加居民医保，即同时
参加大病保险，不需另外缴纳其
他任何费用。大病保险可在因
重大疾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时，
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对符
合规定的费用进行补充报销，给
予进一步保障。

同年9月，林先生的女儿在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移
植手术，后续接受器官移植抗排
异治疗，共计住院治疗 7 次，门
诊就诊 10 次，发生医疗总费用
近 69.8 万元。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了近31.6万元，大病保险又报
销了近 12.2 万元。根据林先生
的家庭情况，医保经办人员帮助
他们申请支出型困难家庭成员
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又报销了
15.7万余元。

当罹患重大疾病时，如果说
大病保险让老百姓多了一份“安
心”，医疗救助给予的则是“底
气”。医疗救助政策是在大病保
险之后发挥了兜底作用，确保了
困难群众不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
比例，甚至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
额等措施，医疗救助为那些最需
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三项累计共为林先生分担

了近 60 万元的治疗费用，报销
比例高达 86%，而 2023 年林先
生女儿的参保费用为 350 元。

“我切身感受到了医保的温暖与
必要性，这不仅缓解了我家庭的
经济压力，让我的家庭可以维持
正常的生活水平，也让我看到女
儿康复的曙光。”林先生说。

新修订的《广东省医疗救助
办法》于今年初实施，兜底力度
更大了。开通参保绿色通道，救
助对象可中途“上车”；医疗救助
对象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可实
行“先诊疗后付费”和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
算服务；四类人可以获得医疗救
助，最高救助比例可达100%。

尽管近年来居民医保的参
保费用有所增长，从 2003 年的
10 元/人增长至 2024 年的 380
元/人，但医保筹资标准的提高，
带来了更多的药品报销种类、更
广泛的医疗技术覆盖，以及更全
面的医疗保障，使得居民在面临

疾病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和更有力的经济支持。可以说，
居民医保“性价比”非常高，其价
值远远超过了费用本身，是居民
健康的重要保障。

“资料上传也可以在线完
成，出院时只用付医保报销后
自己承担的部分，真是和在本
地看病一样方便。”东莞居民周
先生近日出差到贵阳时，急性
肠 胃 炎 发 作 ，在 当 地 住 院 五
天。这次突发状况，让他对异
地就医的看法来了 180 度的大
转弯。在他的印象中，在外地
看病报销并非易事，看病时要
先自己垫钱，然后拿着票据回
来报销，很可能一个多月后才
能拿到报销的钱。

周先生这次在出差在外突
然患病，咨询后得知，因急诊发
生的异地就医，可补办备案，而
且网上办理非常方便，只要动
动手指，在手机或电脑上，通过

“粤医保”“粤省事”“国家医保
服务平台”等渠道就能完成备
案，无论是住院还是门诊，都能
直接结算，不用自己垫钱，更不
用两地往返奔波了。

更让周先生惊喜的是，原
本六千元的医药费用，报销了
近四千元，“要不是同级别医疗
机构同比例待遇政策，这事搁

以前，肯定报不了这么多。”周
先生大为感叹。

广东省以其强大的经济实
力，成为全国各地人才的汇聚
地，许多退休老人也选择跟随
子女在此安家。在医疗领域，
广东尤其是广州和深圳，拥有
众多高质量的医疗资源，吸引
了众多省内外患者前来就医。
为了提高这些患者的就医便利
性，广东省在 2017 年率先在全
省实施了住院费用的异地直接
结算政策，并于同年3月将这一
政策扩展至跨省异地就医。此
后，广东省又陆续推出了普通
门诊、门诊慢性病和生育医疗
费用的直接结算服务，实现了
所有异地就医项目的直接结
算。此外，广东省还实现了定
点医疗机构在所有县区的覆盖
以及所有参保人群的覆盖，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个全覆
盖”，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就医。

除了备案、报销便捷，在广
东参加医保越来越便利。以广
州为例，2022 年 12 月实施的
《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规定》规

定，允许持有在广州市办理且
在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非本市户
籍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更
多非户籍居民提供了医疗保障，
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医保待遇。
截至目前，广东已有 18 个地市
全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

此外，新生儿家庭也感受
到了医保政策的便利。“现在医
院能够直接办理居民医保参
保，实在是太方便了。”广东清
远的陈女士是位新妈妈，她通
过医院的“一站式”服务，轻松
为刚出生的宝宝办理了参保，
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缴费
后，宝宝的住院医疗费用可直
接在医院报销，节省了时间也
减轻了垫资压力。

参保便利、报销快捷的意
义不仅在于简化了手续，更在
于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
稳定性，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
地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
利。这种便利性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一环。

今年，医保的好消息不断，
每次“上新”都引发社会的广泛
关注，医保关乎千家万户的幸
福，每一项新变化都意味着居
民健康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便
捷，保障力度也进一步加强。

年初，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实
施后，药品总数增至3088种，新
增包括肿瘤用药21种，新冠、抗
感染用药17种，糖尿病、精神病、
风湿免疫等慢性病用药15种等。

7月底，广州正式启动线上
购买非处方药医保个人账户支
付服务。“网上买药有时比线下
药店便宜一半都不止，还能送

货上门，但实体药店能刷医保
卡来支付，以前买药时我经常
在两者间权衡。”家住广州黄埔
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她
终于不用纠结了，线上买药也
能刷医保了。截至 9 月 18 日，
广州线上购买非处方药 1.1 万
多笔，医保个人账户支出超 74
万元。截至目前，广东已有 11
个地市开通了线上医保支付功
能，年底前有望全省铺开。

9 月，粤港澳大湾区“港澳
药械通”第三批指定医疗机构
名单出炉，新增 25 家指定医
院。至此，“港澳药械通”指定

医疗机构达到 45 家，实现大湾
区内地 9个地市全覆盖。“港澳
药械通”政策让大湾区居民可
以与港澳地区“同步”使用国际
新药。

再过几天进入 10 月后，辅
助生殖技术纳入广东医保报销
范畴即将落地实施，让不孕不
育家庭将能够以更低的费用接
受辅助生殖治疗。

初秋的广州，溽热已退，阳光
正好。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医保政策与服务的持续优化，
每一个生命都能在关爱的阳光下
生活，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B 异地就医便捷化，医保结算同城化

C 好消息不断，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

江门台山市人民医院上线“刷脸”无感支付服务

江门有药店上线医保“刷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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