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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校开学条件保障情况，重点聚焦各级地方政府统筹推

进区域内教育工作、加强教育保障特别是普通高中扩招后教育资

源配置情况，食品饮水安全与卫生防疫管理，校园、校舍、校车

安全管理，学校周边综合治理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详见附件）。

三、督导方式

采取学校全面自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逐级组织抽查，省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实地督导的方式进行。

四、督导安排

（一）全面自查。8月 13日至 24日，市、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组织开展全面自查，原则上要实现所有学校全覆盖。一一一一是是是是指导

各校全面梳理排查各项开学条件保障，重点关注普通高中扩招后

教育资源配置情况、校园安全管理及周边综合治理等情况，建立

问题清单，逐项及时解决；二二二二是是是是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带队督

导，重点是基础薄弱学校、寄宿制学校、农村偏远学校、农民工

子弟学校，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各高校对照督

查内容开展全面自查。各设区市、各高校在 8月 24日前报送电

子版自查报告（纸质版可后寄）。报告内容包括秋季开学准备工

作基本情况、好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整改措施和时

间节点等，字数控制在 3000字以内。

（二）省级抽查。8月 27日至 29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组织 5个督导组，对各设区市、县（市、区）及各高校



—3—

进行抽查。每个督导组由省督学 1名、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同

志 1名、联络员 1名组成（人员名单及分组另定）。每个督导组

抽查 2-3个设区市，每个市督导学校不少于 6所，涵盖普通高校、

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不同学段，其中普

通高中不少于 2所。各地督导情况由各组分别汇总报至省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三）接受国督办实地督导。9月份，迎接国务院督导组实

地督导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秋季开学督导检查工作，及

时梳理总结本地、本校工作开展情况，做好迎检准备，确保高质

量完成检查任务。

（二）各组在督导工作中要认真细致、客观公正，注重查缺

补漏，提出意见建议。检查结束后，要及时向被检设区市教育行

政部门及有关高校反馈督导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三）各组在督导工作中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

“十项规定”和《教育部贯彻落实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廉

洁自律，轻车简从，简化接待。

联 系 人：孔祥沛，联系电话：83335275、18168115819，

电子邮箱：5348220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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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一、开学条件保障

1.学校师资配置情况，教师数量、结构是否满足教学需要。

2.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情况。是否积极落实国家资助政策。

3.学校教学用书征订和免费作业本发放准备情况，能否做到

课前到书。

4.实验室及实习、实训保障情况。高校实验室、实习场所及

其设施设备配置是否符合教学需要，运行维护是否符合国家规

范。职业学校落实《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情况以及校内

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条件是否满足教学计划需要，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双师型”教师是否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5.后勤保障情况。学校网络、多媒体设备、教学终端等各种

教学设施设备及生活设施设备是否经过检修维护，饮食、住宿、

水电暖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是否到位。

6.经费保障机制落实情况。是否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并落实资金，是否对学生规模不足 100人的村

小学和教学点按 100人核定公用经费。是否落实高职生均拨款制

度，是否采取措施保障今年生均财政拨款标准不低于 12000元。

二、校舍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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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舍隐患排查情况。是否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年检制度，

定期对校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将排查信息录入全国中小学校

校舍信息管理系统，消除所有 D 级危房。是否建立高校危旧房

屋排查整治台账，对 D级危房是否及时封存并落实拆除措施。

三、食品饮水安全与卫生防疫管理

8.食品与饮水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加强食品安全和卫生防疫

工作，不断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堂就餐环境。学校食

堂食品采购环节、运输环节、储存环节、加工环节等是否存在卫

生和安全隐患。自备水源、二次供水及直饮水设施、食堂蓄水池

等是否清洁、消毒，是否进行水质检测。

四、校车安全管理

9.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是否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校车管理机构及协调工作机制是否健全。

10.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和校车安全管理情况。是否按照要

求设置校车站点，校车运营是否按照要求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学校门口道路是否设置警示牌、减震带。是否针对不同季节

交通安全特点，完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开展事故逃生演练和应

急处置演练。

五、校园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

11.学校“三防”建设落实情况。学校是否配齐必要的安全防

护、应急处置装备，校园重点部位是否安装视频监控，寄宿制校

园是否设专职宿舍管理员，校园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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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点领域治理情况。是否按照要求切实加强学生预防溺

水事故的宣传教育。是否采取措施有效防止校园拥挤踩踏事故，

维持好高峰时段学生上下楼秩序。是否强化校园消防安全防控，

进行电器火灾综合治理，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检查消防设

施和器材配置及完好有效情况，组织开展消防演练和应急疏散演

练。

13.防范非法入侵校园导致学生伤亡情况。各地各校是否制

定健全舆情信息分析安全预警快速反应和排查化解联动处置机

制和工作责任制，是否加强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建设，是否定期开

展安全应急演练工作。

14.校园周边综合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警校联动机制是否建

立，校园周边公安机关高峰勤务、“护学岗”和群防群治机制是否

健全，校园周边警务室民警是否经常到校沟通联系、指导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是否经常协调有关部门对校园及周边治安乱点和

重点隐患进行专项排查整改，非法出版物、网吧、娱乐场所、危

险玩具销售整治，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15.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情况。是否利用学期末对中小学生集

中开展安全教育，是否突出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

安全等安全教育重点，是否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六、资源配置与规范招生

16.普通高中现有办学条件（校舍、设施、设备等）能否满

足扩招后的教学需要，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提升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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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师资力量是否充足，学科结构是否平衡，能否满足并适

应高中新课改要求。今年扩招情况（新增生数、普职比、扩招方

式等），扩招后师资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

18.平均每 1万常住人口规划建设 1所幼儿园和无证幼儿园

清理情况。

19.义务教育是否免试就近入学，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是否

同步招生，是否存在以各类竞赛、培训、考试或变相考试、荣誉

证书或学习等级等为依据录取学生的行为，以及“零择班”等情

况。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计划制定、实施和推进情况。

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8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