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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孩 子 就 是 一 个 家 庭 的 希
望。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不让一
个家庭因学致贫。长期以来，我省不
断落实完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各类资助政策，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资助
体系，实现了各教育阶段、公办民办、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
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我省职业高
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全日制学历
教育全部免除学费。2008年开始的
生源地助学贷款也实现了“应贷尽
贷”，2016 年至 2019 年共发放 95.05
亿元，涉及 149.05万人次。

“目前基本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精准识别、精准资助、全面
覆盖，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都能顺利完成学业。”省教育厅财务
处负责人表示。按照《实施意见》安
排，今后我省将继续健全完善各级各
类教育资助政策，并督促各市、县高
度重视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成立机
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

实提高资助管理水平。
为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学子圆梦

大学，《实施意见》还对专项计划进行
了部署。

2012 年，我省开始实施包括“国
家专项”“地方专项”等在内的面向贫
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省教
育厅规划处负责人介绍说：“几年来，
专项计划的招生规模和覆盖范围不
断扩大，除了全国重点大学，我省高
校也积极参与，伸出‘橄榄枝’，更多
贫困地区学子有了接受优质高等教
育的机会。接下来，专项招生计划会
继续在贫困地区实施。”

为做好教育扶贫，省教育厅还积
极主动拓展教育服务脱贫攻坚的空
间。如积极推进对贫困地区普通高
中的对口帮扶工作，88 所省级示范
高中与贫困县 67 所普通高中结对
子，精准助力每一位学子提高成绩、
每一位老师提升水平。其中，忻州一
中 2017 年开始对口帮扶宁武高中，
使得最初只有 1000 名学生、生源严

重短缺的宁武高中在 2019年达 2000
余名在校生规模，高考成绩突飞猛
进，成了当地群众认可的好学校。山
西大学附属中学也开展了对沁源一
中、静乐一中等多所贫困县高中甚至
整县域的精准帮扶。如积极推动 10
所大学对口帮扶深度贫困县，开展了
产业、健康、消费、教育培训、资助等
各类扶贫工作。山西农业大学通过
连续 3年的产业科技扶持，使临县红
枣、食用菌等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山
西医科大学和山西中医药大学在石
楼县、广灵县开展定期义诊，专家们
以免费坐诊、带教查房等形式服务当
地百姓健康，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问
题；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
技大学等高校还踊跃开展消费扶贫
……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实
施意见》为进一步巩固教育扶贫成果
提出了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下一步
省教育厅将强化‘交总账’和‘军令状
’意识，紧紧围绕‘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工作要求，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
落实，努力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
民交出教育脱贫攻坚优秀答卷。”

（李林霞）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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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精准扶贫、完胜脱贫攻坚战役中，以扶志、
扶智为根本的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近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扶
贫巩固脱贫成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我省教育扶贫工作再次全面梳理，作出安排部署。

“《实施意见》分为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举措三部分，主要内容集中在‘重点任务’部分，从7个方面共
提出了25项具体举措，核心就在突出并最大程度发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功能。”日前，负责起草工
作的省教育厅扶贫办负责人表示。

《实施意见》中，“重点任务”的第 1个方面是全面
提升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囊括了 8 项举措，
是深化教育扶贫、巩固脱贫成果的重中之重。

“精准做好控辍保学工作”是 8 项举措之首。“义
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内容之一，精准
控辍保学是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核心。为实施
精准控辍，省教育厅先后下发 10余份文件，并多次召
开会议，推动工作落实。今年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控辍保学台账管理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的通
知》，对全省所有疑似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少年逐一核
实、一人一案、精准帮扶；并与省扶贫办联合下发了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适龄儿童少年控辍保学工
作通知》，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子女不失学辍学。

“从 2018年开始，教育部下发疑似失学辍学儿童
少年信息，省教育厅逐一核实，应劝返尽劝返。全省
控辍保学工作台账近 6000人，应劝返的 3000余人，已
全部劝返复学，失学辍学问题实现静态清零。”省教育
厅基教处负责人表示，目前 117 个县（市、区）已全部
制定了控辍保学方案，接下来，要继续完善由各级政
府主导、相关部门参与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专项行
动，重点加强对已复学人员的排查，巩固劝返复学成
果，持续查缺补漏、动态跟进。

不仅要让孩子们能上学，还要让他们上好学。从
2014年至 2019年底，我省实施并全面完成了“全面改
薄”项目规划，涉及学校近 8000所；从 2019年至 2020
年，在 117个县（市、区）的 3000余所学校，继续实施薄
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涉及项目近 8000个，通
过项目实施，我省农村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条件
得到了大幅度改善。“2019 年全省建设改造了 508 所
乡镇寄宿制学校，2020 年计划再建设改造 500 所，目
前已完成 171所。”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省还在努
力优化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推动初中向县城集聚、小
学向乡镇以上集中。同时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力度，确保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覆盖所有安置点，适
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安置“一个不漏”。

在《实施意见》中，还有多个务实的、可操作性极
强的举措，不仅着眼于提升基础教育硬件水平，而且
关注普惠均衡、营养健康等教育“软件”的改善，更全
面覆盖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特殊教育等
各级各类教育，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带

来了保障与希望。

提升教育水平，师资是关键，在
贫困地区亦是如此。《实施意见》把

“持续优化贫困地区教师资源配置”
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为加强乡村特
别是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作出
了务实有效的部署。

“按照安排，今年我省共招聘特
岗教师 3700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
2700 名、省特岗计划 1000 名。实际
全省各地申报需求分别达 3538 人、
3046人。”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
人告诉记者。2019 年，在中央特岗
计划的基础上，我省启动实施省级
特岗计划，每年为全省贫困县以外

地区的艰苦偏远山区农村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和教学点补充 1000名特
岗教师。特岗计划的实施，为乡村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质与量的保障，在教育
扶贫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
悉，2018 年我省录取中央特岗计划
2172 人，2019 年录取中央特岗计划
2344 人、省级特岗计划 966 人。同
时，省教育厅还落实脱贫攻坚“一县
一策”要求，支持贫困地区结合实际
实施特岗计划，如允许临县从 2018
年起在特岗计划招聘时面向本县户
籍人员或生源招聘等。

除了“特岗计划”，我省还通过
“扩大公费师范生培养规模”这一举
措，为贫困地区培养优质师资。省
教育厅规划处负责人介绍说，我省
从 2012年起开始招收培养公费师范
生，8年来每年由山西师范大学招收

500人。从 2020年起，又新增太原师
范学院和忻州师范学院，与山西师
范大学同步开展省属师范生公费培
养工作，招生规模达到每年 980 人，
其中，新增的两所院校各招 240人。

《实施意见》还明确将采取“鼓
励优秀教师到乡村支教”“加大乡村
教师培训力度”等一系列利好举措，
向 乡 村 教 师 倾 斜 、为 脱 贫 攻 坚 助
力。如：鼓励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实
施本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专
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向乡村学校倾
斜；乡村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时，允许所教专业与所学专业不一
致，且不做论文、课题、荣誉等刚性
要求；在荣誉表彰评选时，乡村教师
名额比例单列；中小学教师“国培计
划”中，专设“乡村教师访名校”“特
岗教师培训”“新入职公费师范毕业
生培训”项目等。

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全面提升贫困地区
基础教育水平基础教育水平

确保贫困地区的每一个确保贫困地区的每一个
孩子有学上上好学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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