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湘教督办〔2016〕65号 

 

关于开展 2017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 

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 体 局、教育督导部门 各高等学校  

为确保 2017年秋季开学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切实维护教育

系统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 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根据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 定于 8月 21日 9月 15

日组织开展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具体要求如下  

一、督导范围 

各级教育行 部门、各级各类学校 含幼儿园 。 

二、督导内容 

1. 各地各校开学条件保障情况、学校各类安全教育和管理

情况等方面。突出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校园安全管理难

点工作的解决及部署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详见附件 。 

2.各地中小学“阳光招生” 策执行情况以及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湖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补充意见》 湘教

发〔2017〕25号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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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导安排 

(一)全面自查。8月 23日 27日 县级教育部门组织开展

全面自查 原则上要实现辖区内所有学校全覆盖。一是指导各校

全面梳理排查各项开学条件保障情况 建立问题清单 逐项及时

解决 二是县级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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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校对照附件中的相关内容开展全

面自查 于 8月 31日前将自查报告 电子版 按业务对口报省

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二)重点抽查。8月 28日 30日 市级教育部门根据各县

市区自查情况 对各县市区进行抽查 并于 8月 31日前向省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报送市州自查报告 电子版 自查报告根

据督导内容分成两个独立部分 包括 基本情况、做法经验、存

在的问题、意见建议等。8月 28日 9月 3日 省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将对各市州、各高校进行抽查。 

(三)迎接督导。9月 4日 15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将组织督导组赴我省对秋季开学工作开展督导 在听取汇

报后 汇报会要求省内部属高校参加并做简要汇报 由组长随

机抽取 1 2个市州及 少 1所部属高校进行实地检查。每个市

州检查学校不少于 4所 涵盖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

校、初中、小学、幼儿园不同学段。 

四、督导要求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督导检查工作 作为推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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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要契机 抓好落实。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 做好自查和

抽查工作。相关文件、数据、资料要认真审核 准备齐全 以便

实地督导检查时核实有关信息。 

(二)各地在进行自查和抽查工作时 应深入基层 掌握真实

情况 切忌搞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既要认真总结经验 又要客观

分析问题 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自查报告。 

(三)督查工作中 要严格执行相关廉 规定 不得层层陪同

不得安排宴请 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不得给学校增

加负担。 

联系方式  

督导处  联系人 高章韵   电话 0731-85140026  

电子邮箱 101257547@qq.com  

高教处  联系人 曾思亮   电话 0731-84720851 

电子邮箱 29330035@qq.com  

职成处  联系人 刘  婕   电话 0731-84714893 

电子邮箱 zcc906@163.com。 

 

附件 2017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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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重点内容 

 

一、开学条件保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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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落实学生资助 策情况。是否积极落实国家资助 策

是否出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3.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是否按

照中央要求 在所有地区起始年级实现全覆盖使用。义务教育

小学科学一年级教材是否按教学用书要求在所有学校都开设

课程。小学书法作为必修课程 是否都已开课。教材是否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教材选用工作是否符合《中小学教科书选

用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是否在开课前将教材发放到学生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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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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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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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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款标准不低于

12000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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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舍安全管理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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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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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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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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是否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和省级校车服务方案 校车管理机构及协调工作机制是

否健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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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校园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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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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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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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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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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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防范非法入侵校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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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师生开展法治教育、

公共安全教育和反邪教警示教育。 

16.校园欺凌和暴力治理情况。是否集中对学生开展以校园

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教育,是否建立学校安全风险预防、管控

与处置制度和工作机制 是否制定完善安全预警快速反应和联

动处置机制 形成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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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是否经常协调有关部门对校园及周边治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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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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情况。是否利用开学初对中小学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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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