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A

余 姚 市 教 育 局

关于市人大十八届三次会议第 36号建议
的答复

尊敬的吴洁委员：

您的建议提案收悉。近几年来，学校“进校园”事项繁

多，师生负担不断加重。市教育局也高度重视，多次向上级

教育部门、市级有关部门反映。您的建议提案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我局专门召开了局长办公会议，将中小学非教育教学

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列为 2024 年重点工作。有关情况

如下。

一、“进校园”基本情况

目前各种“进校园”活动共计 103项。其中涉及卫生、

安全、法治等宣传类的“进校园”事务 36 项；涉及各类创

建、考核、检查类的 34 项；涉及社会事务共计 15 项；“指

尖上的 APP”共计 18 项。

二、目前采取的举措

（一）上级高度重视。浙江省教育厅高度关注各类进校

园事项繁多、影响教师正常教学的现状，于 2024 年 4 月出

台《2024 年浙江省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方案》，要求全省进行排摸和整改，着力纠治校园中



的形式主义，切实减轻学校和师生负担。宁波市教育局也印

发工作方案，着力整治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要求把

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师生。市纪委市监委也出台《2024

年深入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将

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纳入 2024

年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 9个专项治理项目之一，开展专

项治理，为学校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

（二）全面排查研判。2024 年初，市教育局对进校园事

项开展了全面排摸，此次摸排工作共调研学校 103所（不同

校区分开计算），其中高中 8 所、初中 24 所、小学 71 所，

基本实现全覆盖。并对各项进校园事项进行了分析研判，重

点围绕四个方面。进校园活动方面：主要针对各级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等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各类走进校园或组织学生

走出校园的主题教育活动。重点治理未经审批同意开展清单

外活动，活动的事项数、频次不符合规定的问题。督查检查

评比考核方面：主要针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开展

的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包括评估

创建等事项。重点治理未经审批同意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的问题；督查检查评比考核项目数量过多过频，台账数量多，

存在“过度留痕”的问题；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创建事项整合

不够到位，同项目多部门考核，且标准不一的问题；检查评

比考核标准僵化，忽视工作实际的问题。社会事务方面：主

要针对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开展的与教

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重点治理把拆迁、招商、庆典、

商业保险等事务强制摊派给中小学校，并向教师下达指令性

任务的问题；以“小手拉大手”的名义，将其他部门工作职

责转嫁给学校，要求学校落实“主体责任”的问题；过多抽



调师生担任评委、宣讲员、礼仪员，参加文艺表演、非教学

类比赛，强制师生参加网络投票、点赞好评等问题。“指尖

上的 APP”方面：主要针对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

等开发的需要中小学校和师生使用的各类 APP应用、政务公

众号、“浙政钉”工作群组、小程序、网站等。重点治理师

生使用的软件平台数量过多的问题；运用排名、通报、晾晒

等方式推广使用软件平台的问题；“浙政钉”工作群功能重

复、不承载具体工作业务、长期不使用（6个月以上）且无

实际工作开展需求等问题；由家长代学生在相关软件平台上

学习答题，学习教育沦为形式的问题。

（三）制定实施方案。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要求，结合我

市实际，市教育局党委研究制定了《2024 年余姚市中小学非

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其中明确了

三项治理办法。一是实行进校园事务“分类治理”。对涉及

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包括评估创建等

事项由市教育局办公室进行统筹。对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

事务和“指尖上的 APP”等，学校有权拒绝。二是实行进校

园事务“申报认定”。全市范围内开展的非教育教学事务进

校园，每年向市教育局办公室集中申报，经与相关业务科室

会商并报局党委会、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发文公布进

校园事务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个别学校开展的非教育教学

事务进校园，由各学校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市教育局办公室

申报，经与相关业务科室会商并报分管局长同意方可实施。

三是实行进校园事务“谁组织、谁负责”。教育主管部门加

强对进校园事务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指导，明确责任人负责全

程监管。市纪委市监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加强监督指导。

三、下步行动



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将贯

穿全年，共分为 5个阶段：

（一）调研摸底（2024 年 2—3月）。通过逐校摸排，分

类梳理，全面摸清本地 2023 年以来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

进校园基本情况及事项清单。

（二）部署发动（2024 年 4 月下旬）。组织召开全市中

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任务部署会，

公布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举报电话，及时受理举报线

索，全面从快纠治。

（三）自查自纠（2024 年 4—5 月）。在全面摸清 2023

年以来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事项清单的基础上，逐

项分析与学校、师生的关联性、必要性、可操作性，按“清

理取消一批、压减整合一批、规范提升一批”的思路，研究

整改举措，形成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清单和整

改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和要求。

（四）重点整治（2024 年 6—10 月）。市教育局将会同

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组织若干调研组，采取交

叉检查、重点抽查、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调研指导，视情开

展“四不两直”监督检查，对自查自纠落实不到位，边整边

改不及时的，严肃追究责任。做好纠建并举工作，建立健全

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审批、公示、观测、通报、问

责和考核机制，深化治理成效。

（五）总结提升（2024 年 11—12 月）。全面梳理专项治

理工作情况，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治理成果，完成工作总结，

并巩固专项治理成果。

减少各类“进校园”事项对教育教学事务的影响，减轻

师生负担，是许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也是全市中小学校



和广大师生群体的共同心声和迫切诉求。相信通过中小学非

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一定能切实减少对

中小学和师生不必要的干扰，为学校潜心办学治校创造更加

良好的环境，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的教育状态。

领 导：熊剑锋

分管领导：岑 斌

承 办 人：郑水军

联系电话：89553211

余姚市教育局

2024 年 5 月 8日


	    三、下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