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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打好打赢扶智育人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教育部、国务院扶贫

办等六部门印发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和教育部、国

务院扶贫办印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及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推进方案》，按照李纪恒书记在自治

区党委农村牧区工作会议和布小林主席在自治区政府打好“三大

攻坚战”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为重点，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

细的工作，进一步深化教育扶贫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教育扶贫任

务。 

二、目标任务 

（一）以完善教育资助政策为保障，健全教育精准扶贫学生

资助政策。完善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全覆盖资助体系，实

现贫困家庭在校学生应助尽助，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不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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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二）以改善办学条件为基础，推动贫困地区学校标准化建

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确保 57 个贫困旗县（市区）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到 2020 接近或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三）以发展职业教育为抓手，实现脱贫举措与技能培训精

准对接，助推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贫困劳动者精准脱贫。力争使

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100% 实现

“毕业即就业”。 

（四）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着力解决贫困地区

乡村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提高乡村教师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

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教学质量。 

三、攻坚举措 

（一）摸清建档立卡贫困教育人口和学校办学条件情况底

数，为教育扶贫宏观决策管理提供支持和服务。每年春季、秋季

学期进行建档立卡贫困教育人口信息比对工作，精准定位每个建

档立卡贫困学生；以年度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为依据，了解贫困地

区学校办学条件现状，测算未来办学需求，加强数据分析，为宏

观决策、资金投入和工作指导提供支持和服务。 

（二）全面推进精准资助。积极协调自治区有关部门，进一

步调整完善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孤儿大

学新生入学资助政策；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将非寄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生活补助政策；研究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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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制定和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

导意见；加大特殊困难学生（包括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殊救助供养学生、家

庭临时出现重大变故学生）的资助力度，进一步提高资助标准；

研究修订各类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三）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着力解决贫困旗县（市区）嘎

查村幼儿“上园难”“上园远”的问题，到 2020 年，学前三年教育毛

入园持续稳定在 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左右。

继续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 年新建改造公办幼儿园

410 所、2019 年新建改造公办幼儿园 300 所、2020 年新建改造公

办幼儿园 200 所。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招收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 2020 年，实现自治区义

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完成全面改薄五年规划任务，

切实解决中小学校“大通铺”等问题。继续实施改善义务教育学校

建设项目，资金项目重点向深度贫困旗县倾斜，着力改善贫困地

区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完善深度贫困地

区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坚守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底线，防止

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保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顺利接受义

务教育。提高贫困地区残疾儿童教育普及水平，按照“一人一案”

的要求，针对建档立卡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采用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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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其接受义务教育，到 2020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特殊教育体系。

继续实施好 31 个国家贫困旗县农村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 

（五）继续实施民族教育特殊支持政策。对蒙汉双语授课幼

儿园在园幼儿实施减免保教费政策；对蒙汉双语授课中小学生免

学费提供一套优质教辅资料；逐步提高蒙汉（朝汉）双语授课寄

宿制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对蒙汉双语授课中等职业学

校在校学生免学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继续实施对考入区内高校

的蒙古语授课学生减收20%学费政策，对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

品学兼优学生实行优先享受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助学奖励政策；支

持农牧区民族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对蒙汉双语授课幼儿园、

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予以适当倾斜。到 2020 年，率先实现民族中

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化，率先普及民族学前教育、民族高层次人才

培养基本满足需求。 

（六）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制定并落实

自治区《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支持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初中毕业生接收优质中职教育。鼓励中等职业学校通过随

班就读、特殊教育班等形式，积极招收残疾学生。继续推动农村“三

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加大对国家和自治区贫困旗县兴办职

业教育的帮扶力度，加强对三少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职业教育投

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到 2020 年，全部职业教育学

校达到国家规定办学标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攻坚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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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引导鼓励职业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面向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子女开展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加强就业指导

和帮助，使得贫困家庭子女能够顺利、良好就业。在深度贫困地

区开展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相关活动，梳理典型案例，通过会

议或研讨等形式推广经验，推动教育扶贫工作提质增效。 

（七）壮大乡村教师队伍。开展面向贫困地区的教师交流、

支教工作，继续实施自治区免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每年计划招

生 380 人左右；继续实施“特岗”计划，每年拟招聘特岗教师 800

人左右。围绕国贫、区贫、三少民族旗县，开展乡村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和校（园）长培训，提升乡村教师政治素养和整体素质。 

（八）高等院校继续面向贫困地区招生倾斜。本科院校每年

安排的地方扶贫专项本科招生计划比上年增加 10%以上，高职院

校 60%的单独招生计划面向贫困旗县（市区）招生，重点支持兴

安盟、乌兰察布市、赤峰市、通辽市等 4 个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

盟市。 

（九）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工作。优先在贫困地区实施

“同频互动课堂”项目，实现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农村牧区学校和教

学点至少拥有 1 间同频互动教室并联网应用。通过国家和自治区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贫困地区学校免费提供基础性数字教育资源

和网络学习空间服务，开展相关培训，指导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和

资源开展信息化教学，利用“同频互动课堂”开展网络教研、互动

教学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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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盟市、旗县制定“推普脱贫

攻坚计划”，对深度贫困地区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能力的

青壮年劳动力进行普通话培训，解决因语言不通而无法就业创业

脱贫问题。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教育厅将积极协调自治区有关

部门，进一步调整完善教育扶贫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引导支持各类社会团体、公益组织、企业和个人参与教育扶贫工

作，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教育扶贫攻坚合力，全面推进教

育扶贫工作。各地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细化工作

举措，整合各类资源，聚焦聚力，强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二）强化责任，严格考核。自治区教育厅将以各地落实教

育扶贫年度工作计划情况为重点，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就学

状况、资助状况、就业状况为指标，对各盟市教育扶贫工作实施

和推进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将教育扶贫工作成效作为对地方政府

绩效考核指标，列入工作责任清单。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加大对教育脱贫工

作的宣传力度，组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教育脱贫各项政策措施，

宣传先进典型、推广经验做法。鼓励高校加强扶贫脱贫理论和政

策研究，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脱贫工作，形成人人知晓教

育脱贫政策、人人参与教育脱贫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