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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教督〔2018〕28 号

关于做好 2018年秋季开学工作专项督导检查
迎检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市直

各学校：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开展2018年秋季

开学专项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做好自查迎检工作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精心组织

各县区、市直各学校要明确一名负责同志牵头，组织有关科

室明确任务、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确保按照《通知》

的要求，扎实做好相关工作。

二、督导内容

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

央和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对各地各校秋季开学工作进行专项督

导检查。重点聚焦《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宣传贯彻落实情况、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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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条件保障和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情况、规范中小学招

生情况、消除大班额规划落实情况、控辍保学和学籍管理情况（具

体督导要点见附件）。

三、督导安排

（一）校级和县级自查。8 月 29—31 日，各县区、市直学

校要组织开展全面自查，原则上要实现辖区内所有学校全覆盖。

要周密部署安排，认真梳理各项开学工作，建立问题清单，并逐

项及时解决。县区教育局要在辖区学校自查的基础上，重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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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二）市级督查。8 月 31 日，市教育局、市政府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从局机关相关科室抽调人员，对各县区开学工作进

行市级督查，市本级挂牌责任督学将负责对市属各学校进行全面

督查（具体到校督查时间由各校视导员主动和挂牌督学商定）。

市级抽查人员安排表：

组 长 成 员 县区

李蔚然 王修好、李晓东 凤台县

过其林 刘 霞、李韦遴 八公山区

陈晓斌 李士友、柴亦文 田家庵区、高新区

朱明生 轩传乾、琚晨光 谢家集区

王国明 何章华、刘万伟 寿县

汪昌池 曹新民、王 智 大通区、经开区

黄宝庆 陈景奇、陶华让 潘集区、毛集实验区

注：督查组成员第一人为本组联络员，具体负责本组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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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及行程安排、资料收集、督查报告汇总报送等工作。

（三）省级抽查。9 月 3 日至 6 日迎接省级抽查,9 月中下旬

将迎接教育部实地督导，具体抽查时间另行通知。

四、做好迎检准备

该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单位要按照《通知》

要求把握时间节点，认真做好各项自查迎检工作。

1．撰写自查报告。要对照“2018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

工作的内容”，逐条梳理检查内容的完成情况、客观分析存在的

问题，做到紧扣主题、内容详实、文字精炼，自查报告一般不超

过 3000 字。

2、完善迎检资料台帐。按照检查内容要求，收集整理好相

关文件、数据、资料，以备督查组查验。

3、按时报送材料。8 月 31 日下午下班前，请各县区、市直

各学校将自查报告（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及电子版报送市

政府教育督导委办公室，并在自查报告后以表格形式附详细的问

题清单。

（邮箱：hnjydd6642798@163.com；联系人：李晓东；联系

电话：0554-6642798）

附件：2018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淮南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淮南市教育局

2018 年 8 月 29 日

mailto:hnjydd664279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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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要点

一、《实施意见》落实情况

1.是否启动《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是否做

到“两个全覆盖”，即覆盖到每个学校，覆盖到每一位教师。

2.是否按照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皖教工委〔2018〕377

号文件要求，扎实开展“铸师魂、守师道、立师表”师德师风建

设活动。

3.是否积极回应教师诉求，妥善化解涉教涉师信访突出问

题，切实维护教师队伍稳定。

二、开学条件保障

4.组织师生按时返校情况。教职员工是否及时到岗，学生是

否按时返校。

5.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情况。是否积极落实国家资助政策，是

否出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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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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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后勤保障情况。学校网络、多媒体设备、智慧学校设备及

相关应用系统、在线课堂设备、教学终端等各种教学设施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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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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学校是否实现一人一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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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开学主题教育活动情况。是否认真落实《中小学生守则

（2015 年修订）》，做到上墙、入屏，并开展爱学习、爱劳动、

爱祖国“三爱”和节粮、节水、节电“三节”教育活动以及安全

防范主题教育活动。高校是否做好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和心理

危机排查工作。

三、规范招生、消除大班额及学籍管理

10.规范招生情况。义务教育方面：就近入学、学区划分、

择校、特长生招生、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分班方式，66 人以上

超大班额消除、起始年级班额控制情况；随迁子女入学及公办学

校就读情况，残疾儿童入学情况（落实“一人一案”、送教上门

等）；控辍保学的方案制定及联控联保的机制建立情况。

普通高中方面：学校布局调整、规模核定及招生计划制定情

况；指标到校生分配原则及执行情况；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招生

范围、招生管理、学籍注册情况；自主招生的方案制定及过程监

管情况；中考考务工作及其管理，招生录取流程及监管情况；省

外中考回户籍地参加录取的政策制度及落实情况。2016、2017

年违规招生的清查、整改及问责情况；2018 年违规招生的监管

及违规招生的处理情况。规范招生的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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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办学校是否存在招收超计划学生、录取控制线以下学生和无

学籍学生现象，将如何处置并加强日常监管。

11.学籍管理情况。学籍录入流程及规范管理情况；“籍随

人走、人籍一致”的执行情况；是否存在通过招生程序强注学籍

的情况；在增强学籍管理系统服务功能和安全防范方面好的做法

和经验等。

四、校舍安全管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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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食品饮水安全与卫生防疫管理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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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查验

记录、食品召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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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保健室或卫生室设置、卫生保健人员配备是否符合要

求；学校是否建立学生健康体检档案、有无学生因病缺勤登记、

追踪制度和复课检查制度。

六、校车安全管理

14.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是否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和校车服务方案，校车管理机构及协调工作机制是否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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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和校车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存在使

用拼装车、报废车、未取得校车使用许可车辆接送学生，以及未

取得校车驾驶资格人员驾驶校车、超速、超员、不按许可路线行

驶等违法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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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校园安全管理

16.学校“三防”建设落实情况。学校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保卫人员情况是否报县（区）教育、公安部门备案，是否建立完

善门卫管理制度。学校是否设置围墙或其他实体屏障，实行封闭

式管理。学校是否配齐必要的安全防护、应急处置装备，校园重

点部位及学校大门外一定区域内是否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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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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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高校校园安全稳定情况。是否落实反恐怖工作责任制要

求，强化反恐防范知识宣传教育，全面清缴恐怖音视频，完善反

恐防范工作预案，强化应急处突工作准备，加强网络安全和舆情

引导，确保高校安全稳定。是否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构建

由学校、二级单位、实验室组成的三级联动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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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实验室全生产周期安全运行机制，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

度，开展实验室重大危险源专项定期检查，开展实验室安全应急

能力建设，建立实验室安全年度报告制度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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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常性对师生开展法治教育、公共安

全教育和反邪教警示教育。

20.校园欺凌和暴力治理情况。教育行政部门是否明确学生

欺凌防治工作机构，是否出台学生欺凌防治实施方案，是否在官

方网站公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信息。中小学校是否集中对学生开

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教育,是否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

员会，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长效机制。是

否建立学校安全风险预防、管控与处置制度和工作机制，制定完

善安全预警快速反应和联动处置机制。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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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生安全教育

22.学生安全教育情况。是否利用开学初等关键节点对学生

集中开展安全教育，是否有针对性地突出防溺水、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毒品侵害、防传销、防电信金融诈骗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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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否推进大中小学国家安全、防宗教渗透、防邪教宣传教育。

是否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是否定期开展学生心理、

行为咨询和矫治活动。

九、秋季开学专项督导工作开展情况

23.各地秋季开学专项督导工作是否按照规定要求，保质保

量的开展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