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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签发人：厉天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第 55144 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农村教育扶贫政策”提案收悉。经市教

体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自脱贫攻坚以来，市教体局以“义务教

育有保障”为牵引，制定了系列方案措施，在改善乡村办学条件、

加强乡村师资队伍建设、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夯实教育帮扶责任

等方面持续着力，全市教育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助力

实施乡村振兴夯实了根基。

一、抓统筹、强投入，教育资源越来越优。“十三五”期间，

全市累计财政教育投入 559.3 亿元。累计投入资金 3.68 亿元，新

建、改扩建乡村幼儿园 424 所，新增学位 3.2 万个。大力实施“扩

充资源”规划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20.6 亿元，新建、改扩建乡村

中小学校 239 所、新增学位 14.37 万个。“全面改薄”圆满收官，

覆盖学校 1125 所，惠及学生 41.68 万名。

二、重素质、提待遇，队伍建设越来越强。建立完善特岗招

聘、公开招教、招才引智、政府购岗为主渠道的教师补充机制。

“十三五”期间，市县公开招聘教师 5075 名、招聘特岗教师 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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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开辟“招才引智”绿色通道，引进 517 名重点师范大学毕业

生到基层学校任教，地方公费师范生充实乡村学校 1527 人、“农

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签约 97 人。每年选派 334 名城镇

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对口支教，推动乡村学校全面提高教育教学

和管理水平。落实省定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农村教师生活补

助，乡村教师月平均工资从 2016 年 2650 元，增长到 2020 年 5416

元，工资收入实现“翻番”。投资 2.28 亿元，在 255 所农村学校

建设 3310 套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同时，在职称评审、评先评优向

乡村教师倾斜，有效改善了乡村学校栓心留人的环境。

三、细资助、送技能，脱贫成效越来越好。为防止因贫失学

辍学现象发生，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实施学生资助从幼儿园

到大学全阶段覆盖，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应助尽助。“十三五”期

间，全市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75.72万人次，资助资金16.08

亿元；为14.12万名大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贷款

10.49亿元。全面落实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供餐学校1266所，享受营养餐学生254798人。以县

区中等职业学校为依托，采取“一周一村、送教下乡”等培训模

式，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96期12000余人次，一批贫困家庭通过

教育脱了贫，教育惠民、富民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成绩说明过去，坚持赢得未来，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急需

解决“乡村弱”“入园难”“优质教育资源缺”“职业教育弱”等热

点难点问题，持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提升中职教育质量、落实

“应入尽入”“应助尽助”将是我们下步工作努力的目标方向。

一、强化资助保障，实现贫困学生应助尽助。实施资助兜底

保障是确保学生应入尽入的有效途径，为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

公平公正教育的权利，我们进一步细化资助措施，拓展资助渠道，

有效解决资助资金不足、资助力度偏弱的问题。一是完善资助细

则。在落实“四个不摘”的基础上，推进学生资助由保障型资助

向发展型资助转变，出台教育资助“全覆盖”实施细则，将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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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贫困学前学生、义务教育非寄宿生贫困学生、县外（含省外）

就读贫困学生纳入资助范围。二是落实资助责任。将因重大变故

致贫的学生，及时纳入资助范围，明确各阶段贫困学生资助责任，

学前、义务教育阶段非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资助资金由各县区统

筹，高中、中职阶段非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由学校从事业收入资金

中实行兜底资助。三是拓展资助渠道。每年开展“圆梦大学”社

会资助活动，鼓励社会成功人士参与学生资助，促使爱心人士与

贫困学生形成“一对一”帮扶对子，确保“不让一名贫困家庭学

生因贫失学辍学”。通过开展“给爱心人士的一封信”等活动，实

现对受助学生感党恩、感恩社会、回报社会的思想品德教育。

二、坚持协调发展，推动教育体系不断健全。质量是教育事

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努力推进乡村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高质

量、更加健全的教育体系，是民之所呼，政之所向。一是加快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制定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2021

年新建改扩建乡村幼儿园 32 所，实现乡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分别巩固在 95%和 83%以上。二是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实施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工程，以寄宿制学校建

设为抓手，建设一批具有我市特色的寄宿制管理示范学校，2021

年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小学 48 所。加大乡村教师支持力度，

按需配齐师资力量，持续提升教师福利待遇，大力营造栓心留人

工作环境，确保乡村学校课程开的足、开的齐，教师留得下，教

得好。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培育优质特色教育集团，使优

质教育资源向乡村拓展。三是推进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启

动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化解普通高中大班

额。利用扩建、改建和支持民办高中等形式，加快改善现有办学

条件，2021 年新建改扩建普通高中 6 所，为选课走班创造基础条

件。四是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实训基地、

“双师型”教师队伍等建设，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三教”（教师、

教材、教法）改革，稳妥推进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学历证书+



- 4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持续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落实职业

院校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加快构建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工作体系。

三、推进校企融合，开辟技能致富绿色通道。转变办学思路，

创新校企合作，实施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协同育人的职教发展

新模式。一是实施专业联办。支持中职学校与科研院所、公司企

业联合开设专业课程，聘任企业技术人员兼任教师，落实先进技

术进职校，破解学校引力不足、企业员工不强的难题。二是实施

基地共建。积极鼓励支持职业院校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基

地（实训车间），企业按照开设专业、生产需求提供实训设备，

实训教师由企业技师担任，老师即是师傅，学生就是徒弟，有效

解决中职学校设施设备不足、师资来源短缺等问题。三是实施冠

名办班。支持校企共建“订单班”“冠名班”，中职学校实行订单

培养、定向培训。为学生发展量体裁衣，为企业发展定制人才，

解决中职学校学生入口不旺、出口不畅的问题。四是实施特色办

学。积极探索中职学校专业开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与

区域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模式，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突出

乡村特色文化、传承技艺培养，为乡村产业持续提供乡土人才，

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持续振兴发展。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欢迎您继续对

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主办单位：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袁彬 电话：6225216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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