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浙教办函〔2015〕70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教育系统 
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分析和高校意识形态领域 

分析研判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定期开展校园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分析和高校

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制度要求，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结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今年上半年校园

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分析和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工作。各地

教育部门、各高校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从本地、本校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工作重点、明确实施步骤、

落实工作要求。对排查出的重点、难点问题，各级教育部门、各

高校党政领导班子要专题研究，提出化解措施和要求，明确化解

时间和工作责任，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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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根据《2015年上半年全省教育系

统校园安全稳定排查任务分解表》的具体要求，形成校园安全稳

定隐患排查报告（设区市教育局要汇总所属县、市、区有关排查

情况；各高校要报送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报告）。报告尽可能

通过数据、实例说明问题，于2015年4月15日前报各牵头处室（信

封须注明处室名称）。 

 

附件：2015年上半年全省教育系统校园安全稳定排查任务分

解表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3月30日    



 

附件 

2015年上半年全省教育系统校园安全稳定排查任务分解表 

序号 排查内容与工作要求 牵头处室 

1 
在门户网站建立校长（局长）信箱制度接受群众咨询、投诉与监督，落实领导定期接访工作制度，依法依规办理群

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稳控非正常进省群访、进京访，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
校园，解决在源头。 

办公室 

2 
高校校园意识形态领域动向和对策研析；少数民族学生、留学生等学生群体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校园宣传文

化阵地管理存在的隐患；校园及周边传教渗透活动、非政府组织向高校的渗透等方面的隐患；涉及师生切身利益方面可
能存在引发稳定事端的隐患以及化解的工作措施；其他影响稳定的隐患。 

宣教处 

3 
“民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近年来我省“民师”持续到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进行集体信访，影响到社会和

教育系统稳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民师”信访问题，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有关“民师”的信访动态，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民师”骨干的稳控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当地。 

人事处 

4 校舍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建筑物是否存在结构安全隐患，地质灾害安全隐患，电器使用和防雷安全隐患；学校后勤
管理服务安全隐患。 

计财处 

5 排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低，可能有较多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的学校。要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毕业率。
对部分确实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可动员其补考或转入职高学习等方式争取毕业。 

基教处 

6 重点检查校内教学、实训和校外实训、顶岗实习过程的安全防范，严格规范要求，建立预案制度和演练。重点检查
西藏、新疆内地中职班的安全稳定工作。 

职成教处 

7 
高校与社会机构合作举办继续教育（重点是技能+学历）项目过程中，实行业务归口管理（将独立学院纳入管理范

围）、设置准入条件、经过集体研究确定，签订规范协议，实施全面管理等情况。高校不以成人学历教育、不以学校名
义为继续教育合作项目作招生宣传；不在合作中转移招生、教学、收费、管理等责任。 

高教处 

8 
学校食品安全与传染病防控工作检查。重点检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

销售等各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的落实情况；学校副食品店、超市食品安全情况；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及措
施；学校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等落实情况；校园内建筑物的室内污染防控。 

体卫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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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地、各高校要认真如实排查，严肃责任追究，杜绝涉外办学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留学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和隐患，各高校要抓紧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外事处（港澳台办） 

10 
各地一是要根据基本解决无证幼儿园问题的目标，在坚持稳妥推进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清理规范工作。要做到一

园一方案，落实整治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手抓安全隐患消除，一手抓整治中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二是要将安全基
础知识列入幼儿园教育内容，努力提高幼儿园保教人员和儿童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落实安全主题活动、校园安全
教育周，加强集体外出前安全管理和教育。 

学前教育处 

11 

各高校重点排查校园安全管理及周边治安环境存在的隐患。重点是校门口、学生宿舍、食堂、实验室、学生活动场
所、校外办学点等区域，重要设施设备、危险物品存放设施等重点部位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学校周边治安、交通、经
营秩序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其他可能引发师生伤害事故、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安全隐患。其中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可
根据《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表》开展对照检查。 

中小学、幼儿园可根据《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手册（试行）》的具体要求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
学校物防、技防设施是否完好，保安是否持证；学校消防设施是否齐全，能否正常使用，消防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学生
宿舍、宿管室是否有违规使用电器现象，食堂油烟管道是否定期清理；校车是否取得许可，学生乘坐校车时是否系安全
带；学校周边是否有企业生产、排污影响校园安全现象；学校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预案，是
否根据《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的基本要求与教职工签订安全责任书等。 

校安处 

12 
各助学院校建立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及时排查和化解影响校园及

周边安全稳定的隐患。重点检查食堂卫生安全、宿舍消防安全及周边治安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强学校网络安全管
理，及时分析引导网络舆情。统考前后注意学生心理变化，及时做好心理疏导。 

省教育考试院 

13 
网络与信息安全隐患检查。各地、各校要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要求，认真梳理各类安全管理制度，有缺

漏的要及时补齐，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要定期排查网络与信息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发现安全漏洞，及时
加固整改；要定时监看各类网站信息，重点监看论坛、聊天室、博客等电子公告服务，发现不良信息，要及时删除并保
留相关日志；要巡查敏感时期值班人员到岗情况。 

省教育技术中心 

14 
各中小学要尽快建立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制度。尤其高中段要安装心理检测系统，定期开展心理检测，并

结合班主任及班级心理委员的日常观察，确定心理高危学生；对确定为具有严重心理危机和重大心理危机的学生要制定
详细的干预方案，做到记录具体、措施操作性强、责任明确，并将心理高危学生的名单及干预方案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便于督查。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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