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过半，广大中小学生在家
长的陪伴下锻炼身体、培养兴趣、敬
老孝亲、劳动实践，正在收获有意义
的假期。但同时发现，有人借寒假之
机违规举办竞赛活动。比如，某微信
群散布大年初六线上举办“希望数
学”违规竞赛消息。对此，教育部会
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严肃查处，相关机
构已发布没有参与举办违规竞赛的
声明。

教育部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学生

和 家 长 ，凡 未 列 入 教 育 部 公 布 的
《2022—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均属违规
举办的“黑竞赛”；所有竞赛的结果
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
据，也不得作为中高考加分项目。
有关公司和个人通过公众号、微信
群等方式散布“考试获奖，助力升
学”谣言、贩卖焦虑、非法敛财，属违
法违规行为，不仅加重学生负担、损
害孩子身心健康，而且涉嫌诈骗。

希望广大学生和家长理性看待参加
竞赛的意义和价值，共同抵制违法
违规“黑竞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会同有关
部门严厉打击违规竞赛，切实减轻
学 生 假 期 负 担 ，维 护 群 众 合 法 权
益。欢迎全社会参与监督，共同维
护良好育人环境。

祝广大中小学生顺利度过一个
健康、快乐、充实的假期！

来源：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关于共同抵制面向
中小学生违规竞赛活动的提醒

《意见》对于治理违规校外培训取
证难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途径，即加
强联合取证查处，做好违规培训证据
的收集与固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会同相关执法部门完善隐形变异的执
法联动机制，及时会商案件查处工作，
形成协同办案、闭环管理机制。

《意见》提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充分发挥“双减”工作协调机制牵头作
用，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对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进行日常监管；网信
部门重点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
主体责任，配合教育等部门做好线上学
科类培训的监管工作；发展改革部门重
点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与失信
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共享与发布工作；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做好价格监管、广告监
管，配合教育部门做好合同格式条款规
范工作；商务部门重点做好家政服务行
业管理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重点
做好涉及校外培训的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等监管工作等。

此外，《意见》还将学科类隐形变
异问题治理纳入政府履职督导范围，
推动地方政府层层压实责任。对各地
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治理情况开展

“飞行检查”，对工作中出现的敷衍塞
责、有令不行、阳奉阴违等不作为问
题，要作为漠视轻视群众利益问题严
肃问责。对存在问题较多、政策落实
不到位、工作成效不明显的地方，要对
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

（万静）
据《法治日报》

十二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

严禁任何形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属 于
国内较早一批严厉整治
房屋出租从事非法办学
的地方之一。

2018年 10月，西宁市
教育、公安、住房和城乡建
设、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
发文要求，房屋出租人应
当承担出租房屋的安全责
任，不得为非法办学等违
法违规活动提供场所，发
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
行非法办学等违法违规活
动，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告。承租人承担出租房
屋的使用安全责任，应当
配合出租人做好出租房屋
的登记，服从行政管理部
门、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的
管理，不得擅自改变房屋
用途，不得利用承租房屋
从事非法办学等违法违规
活动。

2021年 7月 24日，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要求坚持从严治
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
为，业内称之为“双减”政
策。

随后，各地加快了对
于各类违规校外培训机
构的查处整顿步伐。

《意见》总结地方治
理经验，将整顿的重点放
在加大对违规校外培训
的场地经营、房屋租赁等
环节方面的监管上，提出
要充分发挥社区（村）的
综合管理功能，将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
纳入社区街道网格化综
合治理体系，减少违规培
训发生。

《意见》指出，构建街
道（乡镇）、社区（村）动态
排查机制，建立包保责任
制，防止隐匿在居民楼、
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展
违规培训。强化房屋产
权人、受委托管理单位的
管理责任，明确不得将房
屋租借给无资质机构或
个人开展校外培训，并依
托楼长开展网格巡查，防
范在商务楼宇和出租房屋
发生违规培训。同时，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通过

“日查 +夜查”“联检 +抽
检”等形式，定期开展拉网
式巡查检查。抓住国家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
假期等重要时间节点，部
署排查检查和专项治理。
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
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进行管控排查。

教育部披露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22年 2月，原 12.4万
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9728 个，原
263 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
到 34 个。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各地已有 10.99万家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监管与服
务平台监管。

然而，在这场校外培训行
业“大洗牌”的同时，有一小部
分违规教培机构通过“改换马
甲”的方式“潜伏”下来，以“高
端家政”“高级保姆”等方式，

“改头换面”地继续违规从事教
培业务，与监管部门玩起“猫捉
老鼠”游戏。

这些违规教培机构有的表
面关门闭店，实则转移到居民
楼、酒店、咖啡厅等隐秘地点违
规开展培训；有的通过通信软
件开展线上违规培训；有的则
趁机涨价提供线下价格高昂的

“一对一”地下违规培训。
对此，《意见》有针对性地

提出，抓住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等重要时间节
点 ，部 署 排 查 检 查 和 专 项 治
理。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
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
管控排查。聚焦机构和个人以

“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
政”“众筹私教”以及各类冬夏
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培训、面
向 3 岁至 6 岁学龄前儿童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训、违规开展普
通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中小
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重点问
题开展排查整治。根据违规培
训情况、投诉举报情况建立违
规排查重点机构和个人台账，
强化摸排跟踪和巡查检查，及
时入账出账，做好动态管理。

同时，紧盯托管服务、违规
组织竞赛、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
等相关机构，加大招生入学等重
要 节 点 的 提 醒 提 示 和 检 查 巡
查。禁止家政服务企业将校外
培训纳入家庭服务，严禁任何形
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进校外培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一些地方出现了培训
机构由“地上”转入“地下”或以“高端家政”“住家家教”“游学研学”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严重干扰政策执行。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12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要求，到2023年6月，各地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现机制、查
处机制基本建立，部门和地区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得以完善，隐形变异违规培训态势得
到较好控制。到2024年6月，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的长效机制得到健全，治理
工作态势持续向好，隐形变异培训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动态排查机制
减少违规培训发生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
部署专项治理行动

完善执法联动机制
协同办案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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