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工作重点任务督导评估监测指标体系自查表

一、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 义务教育学校数 教学点数 占比1、巩固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成
果，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乡村学生就
学 2 在校生规模超过 2000人的学校数 占比

2、各地要制定教学点办学条件、教师配备
等基本标准，明确教学点基本要求

3 是否制定本地教学点基本标准

4 普通教室满足基本需求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5 实现“一人一套课桌凳”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6 配齐数学自然实验仪器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7 配齐音体美器材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8 生均图书册数达标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9 配备安全饮水设施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10 配备伙房设备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3、按标准配置教学点教室、课桌椅、教学
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和音体美
器材，满足教学基本需求。配备安全饮水
设施、伙房设备，配置卫生厕所

11 拥有卫生厕所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1、
保障
教学
点基
本办
学需
求

4、实现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有条
件的地方接入宽带网络

12 连接互联网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3 利用信息技术设备和资源开齐开足
国家规定课程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14 保障教学点专业教师的政策措施（有/无）5、通过走教、支教等多种途径，使教学点
拥有必要的专业教师，开齐开足国家规定
课程 15 国家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点数 开齐开足率

6、强化中心校对教学点教师配备、课程安
排、业务指导等统筹管理作用

16 中心校对教学点统筹管理措施（有/
无）

7、经费投入向教学点倾斜，不足 100人的
教学点按 100人拨付公用经费 17 按国家要求实际拨付的教学点数 占教学点比例

18 寄宿制学校数 满足“一人一床位”的寄宿制学校比例8、加快改扩建新建学生宿舍、食堂，实现
“一人一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满足
室内就餐需求 19 拥有食堂的寄宿制学校数 占寄宿制学校比

20 教室温度达到国家标准的学校数 占寄宿制学校比9、改善寒冷地区学校冬季取暖条件，保证
取暖经费 21 按标准取暖经费及时足额拨付的学校数 占比

22 厕所满足需求的
学校数

占寄宿制学校比10、改善如厕环境，旱厕按学校专用无害
化卫生厕所设置，有条件的地方设置水冲
式厕所。改善浴室条件，除特别干旱地区
外，寄宿制学校应设置淋浴设施 23 具有浴室的学校

数
占寄宿制学校比

24 定时开放活动室和活动场地的学校数 占比11、结合实际改善体育和艺术教育场地，
配备音体美器材，建好图书馆（室）、广
播站、活动室，满足教学和文化生活需要 25 定时开放图书馆（室）的学校数 占比

12、配备必要的教职员工，有效开展生活
指导、心理健康、卫生保健、后勤服务和
安全保卫等工作

26 每百名学生配备生活辅助人员数

27 是否建立关爱服务体系

2、
标准
化建
设寄
宿制
学校

13、关爱乡村留守儿童，优先保障留守儿
童寄宿需求 28 满足留守儿童寄宿需求的学校数 占比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4、探索建立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
助机制，提高寄宿制学校运转保障能力

29 是否出台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
助政策（市县区）

15、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在新增人口较
多的地区优先建设学校

30 是否制定学校布局规划调整实施方案
（市县区）

县（市、区）采取集团化/学区/联盟办学等措施的学校数31
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比

16、采取集团化办学、学校联盟、教育信
息化等措施，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避免
学生向少数学校过度集中 32 小学/初中班级数 大班额数 大班额占比

33 实施学区化管理政策措施（有/无）
17、采取学区化管理、扩大九年一贯制对
口招生等措施，有序分流学生 34 九年一贯制对口招生学生数 占比

3、
基本
消除
大班
额现
象

18、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到区域内
初中的比例，引导学生合理选择学校

35 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年度比例

19、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中乡村学校特
设岗位数量，增加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村
学校任教比例

36 新聘特岗教师数 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比例

招聘师范生数

乡村学校定向师范生数

20、以地方师范院校为基地，采取免费教
育、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方式，为
乡村学校定向培养更多的合格、优秀教师。
鼓励研究生支教团、优秀退休教师到乡村
学校支教

37
招聘师范生中乡
村学校定向师范
生的比例 占比

38 是否推行“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参与交流骨干教师总数

到村小和教学点任教数

21、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管校聘”
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教师交流力度，优先
保障村小学和教学点需求，确保一定比例
的骨干教师到村小学和教学点任教

39 参与交流的区县级及以上骨干教
师到村小和教学点任教的比例

占比

40 乡村学校数 配齐艺术教师乡村学校数 配齐率22、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创新教
学、管理方式，确保合格教师授课 41 配齐体育教师乡村学校数 配齐率

4.全
面加
强乡
村教
师队
伍建
设

23、加大乡村教师培训力度，“国培计划” 42 “国培计划”中乡村 “国培计划”教师总数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国培计划”中乡村教师数集中支持乡村教师培训 教师培训人次占比

占比

24、扩大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规
模

43 纳入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的教师人数

44 是否推行校长职级制25、推行校长职级制，选好配强乡村学校
校长。落实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45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

26、对在乡村学校任教3年以上、表现优秀
并符合条件的教师，职称评定时同等条件下
优先

46 是否出台乡村学校任教 3年以上教师在职称评定中享
受的倾斜政策（市县区）

47 是否出台在村小或教学点工作满 10年并继续在村小或教学点工
作的教师奖励政策（市县区）

在村小或教学点工作满 10年的乡村教师数
受奖励数

27、各地对在村小学和教学点工作满 10年、
继续在村小学和教学点工作的优秀教师给
予奖励 48

受到奖励的在村小
或教学点工作满 10
年的乡村教师占比 占比

28、国家对在村小学和教学点工作满 30年
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49 国家对在村小学和教学点工作满 30年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教师的表彰奖励政策（市县区）（是否出台或执行情况）

50 营养改善计划试点（是/否）29、各地要采取措施逐步扩大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范围，依据地区经济水平、物价变
动等因素，建立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51 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数 占比

52 实行食堂供餐的学校数 占比30、改善学校食堂条件，保障食堂正常运
转，扩大食堂供餐比例 53 食堂达到餐饮服务许可标准和要求的学校数 占比

31、规范食品采购、贮存、加工、留样、
配送等流程，确保卫生安全

54 是否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5、
继续
实施
营养
改善
计划

32、结合当地物产种类，适应当地饮食习
惯，科学改善膳食结构，建立监测评估制

55 是否开展营养餐供餐指导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度，不断提高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效果 56 是否开展了学生营养健康监测与评估工作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 优化中职学校布局的政策措施（有/无）33、各地要根据地区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引导优
质学校通过兼并、委托管理、合作办学等形式，整
合资源，优化中职学校布局 2 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匹配度（是/否）

3 是否建立生均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4 生均拨款标准
34、要建立健全分类分专业的中职学校生均经费标
准，建立稳定投入机制

5 分类分专业生均经费标准

6 办学规模

7 专任教师数 学生数 生师比

8 占地面积 生均占地面积

9 校舍建筑面积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6、改
善中等
职业学
校办学
条件

35、完善中职学校办学标准，全面加强中职学校基
础能力建设。到 2020年，中西部地区所有中职学校
办学条件基本达标

10 教学仪器设备值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36、各地要围绕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民族传统工艺等领域，遴选
具有相对优势的高职院校，支持其提升基础办学条
件，扩大优质高职教育资源

11 是否有相关激励机制、专项计划或措施
支持学校提升基础办学条件

7、提
升高等
职业院
校基础
能力 37、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改善实训装备水平 12 实训基地数量、 实训基地数量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实际投入

实训工位数

实际投入， 

实训工位平米数

13 专任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比例

14 兼职教师数 兼职教师比例

总学时

实习实训学时

38.创新机制，拓宽渠道，扩大“双师型”教师规模，
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强化实习实训
环节，改善实习实训条件，推广现代学徒制和企业
新型学徒制，完善学生实习制度，加强职业能力和
岗位适应训练，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15 实习实训学时占
总学时的比例

实习实训学时占比

16 地方性校企合作办学政策（有/无）

17 地方性鼓励集团化办学政策（有/无）
39、深化校企合作、校地合作，积极推行校企联合
招生、联合培养，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进一步促
进产教融合 18 示范性骨干职业教育集团数量

40、贴近地方经济特点和产业需求，立足学校办学
基础，加强特色专业建设

19 是否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中职学校数

发布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学校数
41、全面开展中职学校监测评价，实行人才培养质
量年度报告制度

20 发布教育质量年度报
告的学校比例（市）

占比

21 年培训人次

22 年培训人时

8、改
革人才
培养模
式

42、广泛开展技术推广、扶贫开发、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社会生活教育等

23 年培训收入



三、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市、凤台县、寿县）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号 指标名称

43、在没有普通高中的县，根据人口变动趋
势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新建、改扩建一批
普通高中，方便学生在当地入学

1 没有普通高中学校的县（市、区）比例

44、人口 5万人以上或初中在校生 2000人
以上的县，应建设一所高中

2 人口超过 5万或初中在校生超过 2000人的区县
建有高中学校的比例

9、新
建、改
扩建普
通高中 45、人口少于 5万人且初中在校生较少的县，

可将基础较好的初中学校改扩建为完全中学，
或与其他县联办、合办普通高中

3
人口少于 5万人且初中在校生较少的县是否出
台推进改扩建或联办、合办普通高中的政策措
施文件

46、各地要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和城镇化建设
规划，合理布局普通高中，优先保障乡村高
中，严禁建设超标准豪华学校

4 是否出台优先保障乡村高中的政策措施文件

5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6 乡村高中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

7 乡村高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

8 乡村高中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

9 乡村高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

10 乡村高中生均图书配置达标率

11 乡村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

47、加快改善乡村高中办学条件，到 2020
年，乡村高中全部达到基本办学标准

12 乡村普通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

13 生均经费拨款标准

10、办
好乡村
高中

48、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其他渠道筹措经
费为辅的普通高中经费投入机制，向乡村高 14 生均经费拨款各级财政分担比例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号 指标名称

15 是否建立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16 城市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率

中倾斜，保证乡村高中正常运转

17 农村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长率

18 是否建立校长、教师交流制度49、推动校长、教师交流制度化，选派优秀
校长、教师优先到乡村高中任职任教 19 流动到乡村高中的区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

50、鼓励优质高中与乡村高中通过建立联盟、
集团化办学、委托管理等方式，在课程建设、
教学资源、教师培训、管理方式等方面实现
共享，整体提升乡村高中办学水平

20 是否建立优质高中与乡村高中协同发展机制

21 乡村高中宽带网络接入情况

22 乡村高中多媒体教学设备配置情况
51、鼓励有条件的乡村高中实现宽带接入，
配置多媒体教学设备和计算机网络设备

23 乡村高中每百名学生教学用计算机数

24 建档立卡普通高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免除率

25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覆盖率

52、继续实施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国家
资助政策。按照精准资助、动态管理原则，
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
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
高中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
给予助学金补助

26 中职国家助学金资助覆盖率

27 “9+3”免费教育模式年度招生数

28 贫困初中生到经济发达省或对口帮扶省接受中
职教育人数

11、加
大学生
资助力
度 53、推广“9+3”免费教育模式，重点支持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初
中毕业生，到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和东西协作
对口帮扶省份接受中职教育 29 参与中职教育东西协作教师交流人数



五、 积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 幼儿园数 公办园数 公办园占比

2 在园幼儿总数 公办园幼儿数 占比
83、各地要根据人口规模及分布情况，完善县、
乡、村三级学前教育网络，合理规划农村公办幼
儿园布局 3 学前教育城乡布局情况

84、推进乡镇中心园建设，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
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4 乡镇数 公办乡镇中心园数 覆盖率

85、合理利用村小学校舍资源，发展村小学附设
幼儿园

5 村小数 附设幼儿园数 占比

86、根据实际需求改善教学点校舍条件，举办附
设幼儿班

6 教学点数 附设幼儿班的教学点数 占比

87、支持村集体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幼儿园，人口
集中的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设分园或联合办园

7 人口集中的大村独立建园的比例

88、按标准配备玩教具，提供基本保教条件 8 按标准配备玩教具幼儿园数 占比

9 是否制定公办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89、制定和落实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障
公办园正常运转 10 是否按标准足额拨付生均财政拨款

17、
扩充
公办
幼儿
园资
源

90、支持企事业单位所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招生，
提供普惠性服务

11 是否有支持企事业单位办园的相关制度、措施

12 是否有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管理办法

13 是否有普惠性民办园奖补支持相关规定

14 民办园总数 普惠性民办园数 占比

18、
支持
普惠
性民
办幼
儿园

91、各地要制定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管理办法，出
台普惠性民办园扶持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办园，
增加农村普惠性民办园数量

15
民办园在园儿
童数

普惠性民办园在
园儿童数

占比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92、通过提供合理用地、减免租金等方式，支持
农村普惠性民办园建设

16
是否有支持普惠性民办园建设的
制度/政策/文件

93、通过派驻公办教师、纳入巡回支教范围、支
持教师培训、开展教研指导等方式，提升办园水
平和保教质量

17
是否建立提高普惠性民办园保教
质量的保障体系

发展

94、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对收费合理、管
理规范的普惠性民办园进行扶持，提高普惠性民
办园保障能力

18 是否有普惠性民办园扶持经费

95、各地要按照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在地方
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合理调配，配齐农村公办
幼儿园教职工，落实每班“两教一保”要求

19
全日制公办幼儿园是否按照“两
教一保”要求配足配齐教职工

20 是否实施幼儿园特岗教师计划96、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实施地方特岗计划，引进
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幼儿园任教 21 上一年度农村幼儿园新增专科及以上教师占新增教师比例

22 是否有学前专业免费师范生政策措施97、鼓励地方高校扩大免费师范生招生规模，办
好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为农村学前教育培养更多的合格教师 23

上一年度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前专业学
生在校生规模增长率

98、开展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全员培训，提高教
师专业水平

24 参与县级及以上培训的农村幼儿园教师比例

25
是否制定了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集体办幼儿园教师工资
相关政策

99、通过生均财政拨款、专项补助等方式，支持
解决好公办园非在编教师、集体办幼儿园教师工
资待遇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 26

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工资、集体办园教师工资，是否实现同工同
酬

100、对长期在农村幼儿园工作的教师，在职务
（职称）评聘等方面给予倾斜

27 是否有农村幼儿教师职称评聘倾斜政策

19、
补充
学前
教育
师资
队伍

101、采取“政府组织、中心园实施、志愿服务” 28 是否有缓解师资紧缺的相关政策、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模式，开展教师巡回支教，缓解当前师资紧缺状况

29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否有学前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

30 是否有学前教育专门经费投入机制
102、积极探索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人民
政府负责统筹辖区内园所布局、师资建设、经费
投入、质量保障、规范管理等 31 是否有县级学前教育发展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

103、探索以中心园为依托的业务管理模式，在
保育教育、玩教具配备、师资培训、资源共享、
巡回支教人员安排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

32 是否制定乡镇中心园业务管理措施和具体举措

104、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
的幼儿园归口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33 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归口到教育部门管理的比例

34 是否有农村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105、制定农村学前教育办园（班）基本标准，
严格执行登记注册制度 35 进行了登记注册的幼儿园数量占幼儿园总数的比例

106、加强安全管理，完善安全措施，确保幼儿
安全

36 是否建立了全覆盖的幼儿园安全保护体系

107、健全关爱体系，着力保证农村留守儿童入
园

37 是否制定了留守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专门政策

108、坚持科学保教，全面贯彻落实《3-6 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构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体
系，防止“小学化”倾向

38
是否制定推动幼儿园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
岁学习与发展指南》、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的具体措施

20、
改革
学前
教育
管理
体制

109、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举
办的幼儿园，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培养幼儿
从小养成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习惯

3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举办的幼儿园，开展
双语教育的情况



七、 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131、30万人口以上的县，应建好一所特教学
校；尚未建立特教学校的县，要以多种形式
开发特教资源，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教育服
务

1
30万人口以上的县中拥有 1所及
以上特教学校的比例（市）

2 康复机构数
开设学前特教班的康
复机构数

占比

3
儿童福利机
构数

开设学前特教班的儿
童福利机构数

占比

4
开设义务教育特教班
的康复机构数

占康复机构比

132、鼓励有条件的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
增设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教班

5
开设义务教育特教班
的儿童福利机构数

占儿童福利机构数比

6
义务教育阶段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比例与上一年
相比的增量

7
随班就读学生占所有在学残疾儿童少年的比例与上一
年相比的增量

有 5名及以上残疾儿童学校数

设立资源教室学校数

133、扩大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在残疾学
生较多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立特
教资源教室，对残疾学生实施特殊教育和康
复训练

8
有 5名及以上残疾儿童少年
随班就读的中小学和中等职
业学校设立资源教室的比例 设立资源教室学校数占比

9 本省（区、市）拥有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部）的数量

当年毕业生数

25、扩
充特教
资源总
量

134、中西部各省（区、市）应办好一所残疾
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部） 10

残疾人中等职业
教育学校（部）
毕业生中获得资
格证书的学生比

获得资格证书学生数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例 占比

当年毕业生数

就业毕业生数11
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
（部）毕业生的就业
率 占比

12 中职学校数
招收残疾学生的中职
学校数

占比

招收的残疾学生数量

上一年招收的残疾学生数量13
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的
残疾学生数量与上一
年相比的增长率 增长率（%）

当年残疾毕业生数

就业残疾毕业生数

135、支持中等职业学校积极招收残疾学生，
帮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能力

14
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残
疾毕业生的就业率

占比

考入普通高校的残疾学生数量

上一年考入普通的残疾学生数量15
考入普通高校的残疾
学生数量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

考入特教学院的残疾学生数量

上一年考入特教学院的残疾学生数量16
考入特教学院的残疾
学生数量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

136、鼓励普通高校招收残疾学生，支持普通
高校设置特教学院，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等
教育机会

17 设置特教学院的普通高校数

137、针对不同的残疾类别，制定特教教师专
业标准

18 是否针对不同的残疾类别，制定特教教师专业标准

19 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在校生的年增长率138、扩大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培养规模，鼓励
高校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教课程（省） 20 为普通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教课程的高校比例

接受定向培养的特教教师数量

26、加
强特教
教师队
伍建设 139、加强特教教师定向培养。普通教师转岗

担任特教教师，应经过特教专业培训，掌握
21

接受定向培养的特教
教师数量的年增长率 上一年接受定向培养的特教教师数量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增长率（%）

普通教师转岗的特教教师数

其中接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教师数

相关知识和技能

22
由普通教师转岗的特
教教师中接受过特教
专业培训的比例 占比

在特教岗位工作满 10年的教师数量

其中继续从事特教工作的，获得县级及
以上奖励的教师数

140、在特教岗位工作满 10年的教师，继续
从事特教工作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
彰

23

在特教岗位工作满
10年的教师，继续
从事特教工作的，获
得县级及以上奖励的
比例 占比

141、对普通中小学承担特教任务的教师，在
绩效工资分配上给予倾斜

24

是否对普通中小学承
担特教任务的教师，
在绩效工资分配上给
予倾斜

142、教师职务（职称）评聘向特教教师倾斜 25
在职称评聘时是否向
特教教师倾斜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

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的学校数26
义务教育送教上门的
覆盖率

覆盖率（%）

27
义务教育送教上门的
频率（次/周）

143、各地要对义务教育阶段确实不能到校就
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服务

28
义务教育送教上门的
质量

29
开展医教结合实验的
情况

27、拓
展特教
服务模
式

144、开展医教结合区域实验，支持特教学校
与其他服务机构合作，为残疾学生提供康复
服务 30

特教学校与当地医疗、
康复中心及社区其他



重点
任务

具体措施
序
号

指标名称

服务机构合作的情况

145、探索孤独症儿童教育模式，优先考虑就
近入学、随班就读，鼓励特教学校及有条件
的普通学校开办孤独症特教班，支持民办机
构、福利院及其他康复机构为孤独症儿童提
供教育和康复服务

31
当地孤独症儿童的教
育安置模式

特殊教育学校微机室数量

上一年特殊教育学校微机室数量32
特殊教育学校微机室
数量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

特殊教育学校电子图书册数

上一年特殊教育学校电子图书册数33
特殊教育学校电子图
书册数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

特殊教育学校音视频小时数

上一年特殊教育学校音视频小时数

146、逐步提高特教信息化水平

34
特殊教育学校音视频
小时数的年增长率

增长率（%）

147、到 2016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特教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达到 6000元

35 义务教育阶段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达

随班就读生均公用经费

特教班生均公用经费
148、对承担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门任
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残疾学生生均公用
经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36

随班就读、特教班和
送教上门学生生均经
费达标（6000元/年）

送教上门生均公用经费

149、完善资助体系，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残疾
学生免费教育

37 本地高中阶段残疾学生是否享受免学费政策

38 学前阶段残疾儿童生均资助额度

28、提
高特教
经费保
障水平

150、加大学前、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
力度 39 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生均资助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