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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

黑财教 〔2015〕 28号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转发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 (地 )、 县 (市 )财政局、教育局,省森工}总 局 :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以 下简称
“
薄改

”
)

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做好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财政部、教育部印发了 《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 (⒛ 15〕 3号 ),现转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要求:

一、关于义务教育薄改的实施范围问题。根据国家规定,薄改

补助资金支持范围为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经调查摸底,

我省其他县 (市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市级辖区城乡结合部义务教

育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条件也比较薄弱。经研究,将全省农村义

务教育全部纳入实施范围。资金管理按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财教

匚2015〕 3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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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义务教育薄改资金投入问题。农村义务教肓薄改资金 ,

由中央、省级和各市县共同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薄改补助资金按

因素测算分配,每年分两次下达.年初,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按一定比例提前下达;年中,根据各地财政、教育部门报送的上一

年度薄改资金的使用、项目完成和地方投入情况,经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综合考核后,按 因素综合测算分配,全部下达当年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各地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当年规划,及

时拨付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足额落实地方投入资金,确保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顺利实施。

三、关于义务教育薄改项目管理问题。 《黑龙江省全面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规划 (201⒋2018年 )》 已经

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改造内容 ,

认真实行项目建设和设备采购招投标制、质量目标责任制和终身负

责制,确保薄改项目质量,全面完成薄改任务。对年度计划执行确

需调整变更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各市县教育、财政

部门要以正式文件说明变更理由,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审核各案。

四、关于义务教育薄改资金监管问题。农村义务教育薄改资金

实行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追究机制.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由各市县教育、财政部门负责,按照财教 (⒛ 15〕 3号 文

件第三十一条履行监管职责。 《黑龙江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黑财教 〔⒛11〕 67号 )同 时废止。

省教育厅、 厅将定期对各地薄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使用管理的行为 ,

第锟7号 )有关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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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申清公丌

黑龙江省财政厅办公宦 ⒛15年 4月 ∞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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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财教 匚⒛15〕 3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农村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 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          i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做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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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肓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臂理办法

倌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鼬
鞫

和

抄送:财政部驻有关省 (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办夺处,

财政部办公厅 ⒛15年 1月 BO日 印发

-2— l婴 |



附件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贾全管理办法

第-幸 总 刖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
资金 (以下简称薄改补助资金 )管理,提南资金使用效益,

支持全面改菩贫困地区义务敬甫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
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是由中央财政设立、通过-般公
共财政预笫安排、用于改善贪因地区义务教肓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的资金。

第三条 薄改补助资全由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财政
部负责专顼资金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编制,会同教育部
分配及下达资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缋效评价;教
肓郜负责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规划编制,指导和推动薄弱学校
改迄计划的实施工作,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加强项目管理,会
同财政部做好资金使用棺况监督和缋效评价工作。

第四条 薄改补助资金嫫月管理遵循
“
总量控制、突出重

点,奖补结合、省级统筹,公平公正、规范透明
”

的原则。
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要结合自身财力,增加对改軎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经费投入。

第二幸 t-范 围

第六条 薄改补功资金支持范囝以中西部省份(含新吝生
产建设兵团)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为主,适当兼顾部分东部省
份的贫田地区薄弱学校。

本办法的贫因地区是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田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的民族县和边境县,以及其他贫困县。
其他贫困县由省级教育和财政部门在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全面摸底排查基础上,根据基本办学条件的差距,认为确实

应当纳入薄改补助资金支持范围的县 (市 )。 省会城市所辖

区不列入本办法所指的贫因地区,市 (州 、盟)所辖区原则

上不列入本办法所指的贫困地区。

本办法的薄弱学校是指教学、生活设施条件等不能满足

基本需求的农村义务教肓阶段学校 〈含县城义务教肓阶段学

校 )。

第七条 薄改补助资金支持的薄弱学校必须是已列入当

地学校布局规划、拟长期保留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

非义夯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小学附设的学前班或者幼儿

园、完全中学和十二年-贯制学校的高中部、民办学校、地

市及以土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及因打造
“
重点校

”而形

成的超大规模学校不纳入支持范囿。

第八条 薄改补劝资佥用于
“
校舍及设施建设类

”
和

“
设

备及图书购置类
”
两类项目。

(一 )“校含及设施建设类
”
项目主要包括:

l。 新建、改建和修缮必要的教室、实验室、图书室,以

及农村小学必要的运动场等教学设施;

2,新建、改建和修缮农村小学必要的学生宿舍.食堂(伙

房 )、 开水房、厕所、澡堂等生活设施,以及必要的校园安

全等附属设施;

3.现有县镇
“大班额

”
义务教育学校 (小学班额超过

人、初中班额超过 66人的义务教肓学校 )必要的扩容改

4,在宽带网络接入学校的条件下建设校园内信息化网络

“

造



基础设施。

(二 〉“
设备及图书购置类

”
项目主要包括:

1.购置必要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音体美器材等教学仪
器设备;

2.为宿舍、食堂 (伙房 )、 水房等公共生活设施配置必
要的家具、设备,以及必要的校园安保设备等;

3.购置适合中小学生闵读的图书;

4.购置计算机、投影仪等必要的多媒休教学设备和信息
化网络设备等。

第九条 以下内容不得列入薄改补动资金伎用范围:

(一 )独立建筑的办公楼、礼堂、体育馆、塑胶跑道、
游泳馆 (池 )、 教师月转宿舍等;

(二 )-次性投入低于 5万元的校舍维修和零星设备购
置项目;

(三 )教育行政部门机关及直属非教学机构的建设和设
备购置等;

(四 )其他超越基本办学条件范畴的事项。

第十条 薄改补助资金严禁用于偿还债务;严禁用于平
衡预算、发放人员津补贴以及冲抵地方应承担的校舍维修改
造长效机制、公用经费等支出。

第三幸 资全分配与拔付

第+-条 薄改补助资金按一定比例在中西部和东部地
区间分别确定资金规模后按因素法分配到备省份,由各省级
财政和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合理使用。

第十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分配困素包括基础因素、投入
因素、缋效因素和管理因素四类。其中:



基础因素,下设贫因人口数及贫困发生卒、人均可用财

力、义务教肓学生数及基本办学条件经费理论缺卩数等子因

素。各子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获得.

投入因素,下设生均财政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及增长率、

上-年度省级财玫安排用于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方面的

专项资金等子囡素。备子因素数捃通过相关统计资料和备省

份资金申报材料获得.

绩效因素,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依据备省份制定的全面

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方案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及

相关标准,纽织考核获得计量数据。

管理因素,主要包括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

施方案和薄弱学校改追计划的规划编制质量、备类数据录入

审核等业务工作管理,以及资金监督管理等惰况。由教育部

会同财政部组织考核获得计量数据。

第十三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每年9月 底前提前通知备省

份下冖年庋部分薄改补功资金预算指标;每年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查批淮中央预算后 90日 内,正 式下达全年薄改补

助资金顸算。

第十四条 省级财玫和教育部门接到中央萍改补助资金

预箅 (含提前通知预算指标)后 ,应 当在 30日 内按预算隶

属关系及时分解下达,并提出明确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要求。

有条件的,可以与顼目一同下达.

第十五条 县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当在收到上级专项

资金预算文件后的 30日 内,按照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规

划,将资金科学合理地分配到学校,落实到项目.

第十六条 县级财政和教肓部门应当按照资命下达的



项目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并及时将资金分配结果、项目执行

情况录入全国薄弱学校改追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项目信

息化管理.

第十七条 县级教肓和财政部门在分猊薄改补助资金

时,要坚持
“
实用、够用、安全、节俭

”
的原则,把满足基

本需要放在首位,优先建设、购置教学和学生生活最急需的

基本设备和设施。要注重投入效益,做到改-所,成一所 ,

防止项目过于分散。

严禁超标准建设和荥华建设。严禁将资全向少数优质学

校集中,拉大教肓差距.严禁举债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

第十八条 省级财政和敬育部门应当根据省战内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任务和完成时限等因素,合理分配中

央、地方财政资金,做到规范分配、合理使用,确保资金分

配公平公正,切实防范廉政风险。

第十九条 分配萍改补助资金时,应 当与农村义务教肓

经费保障机制的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和地方实施的其他义务教肓项目资金相互衔接 ,

统筹安排,避免重复支持。

第四辛 贵全申报

第二十条 省级财玫和教肓部门应当在每年 3月 15日

前,向财政部和教肓部提出当年薄改补动资金申报材料。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报送的申报材料包

括:

(-)上年度薄改补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工作总结,主
要内容包括上年度全面改善薄弱学校銮本办学条件工作落



改补助资金安排使甩情况、

施、闰题分析及对策。

包括当年工作目标和绩效目

标、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绩效目标要明确、具体、可

考核

i三 )上年度省级财政安排改菩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方面

廴件。

况。

第二十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申报材料作为开展绩效评价

和资全分配的依据之一。逾期不提交申报材料讷,在分配当

年资金时,“绩效
”和

“
管理

’两个因素作零分处理。

第二十三￡蟊霞亻丫百Y莒百馐石γζ庠集中支付制
度,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和贝

管理。省级教育和财政部闩∷

工作,督促专项资金落实到

应当建立薄改补助资金项目

助资金使用可检查、可监控

第二十五条 除高寒和高

的校舍及设施建设类项目丿

年内完成。



项目完成后要及时办理验收和结箅手续,同 时办理固定
资产入账手续。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和设施设
备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项目预算下达后,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困
导致项目元法实施时,按照 “

谁审批谁负责
”
的原则,履行

项目变更和预箅谓整审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项目实施完成后,若有结余资金,由县级
财政和教肓部门统-管理和使用;项 目舞金不足的,由县级
财政和教育部门统箸安排弥补。

第二+八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根据备省份茸弱学校改迨
计划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缋效评价或再评价。各省
份制定的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实施目标和计划将作为财政部
和教育部对备省份进行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财政部和教肓部分配备省份资金的依据。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省级以下财政和教育部门要结合实际开展
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资全使用的缋效评价工作,将绂效评价结
果作为资佥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条 实施薄改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应 当执行政
府采购等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落实有关政策要求,规范采
购行为。实施薄改补助资全支持的校舍及设施建设类项目,

属于基本建设的,应 当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相关建
设标准和要求,新建顼回要符合抗震设防和综合防灾要求,

确保工程质量。

第六幸 资金监督捡查
第三十-条 明确资金监管职责.地方各级财政和教育



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协作。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的

预算安排、资全拔付、管理和监督;教肓部门主要负责基础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项 目规kll的 编报和年度顼

目遴选申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三+二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地方备级财政部门娶

按照财政顸箅公开的总体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地方特别

是县级教育部门应当通过当地媒体、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

会公示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总体规划、年度资金安排、工作进

展等情况。其中,年度资金安排应包括项目学校名单、顼目

内容和资全额度,在县级教育部门的门户网站公示时间不少

于-年。

对薄改补助资全文持的项目,项 目学校应当全程公开从

立项、实施情况到验收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 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实行国家重点检查、

省市定期巡查、县级经常自查的监督检查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薄改补助资金管翟使用情况列入

重点监督检查范围,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各级教育部

门应当对薄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及效杲进行定期检查.

各学校应当强化内部监管,自 觉接受外部监督,配合审

计机关将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资全使用情况纳入每年重点审

计内容,进行全过程跟琮审计。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具备资

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对于报送虚假信息、骗取薄改补助资金的,

一经查实,中 夹财政将相应扣减下一年度资金;情节严重的,

取消该省份分配薄改补助资金的资格,并在全国范围内予以



通报。

第三十五条 建立贵任追究制庹。专项资金实行
“
谁使

用、谁负责
”

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滞留、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套取专顼资全、违规乱收费以及疏于管理,影响
目标实现的,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给子严肃处理。

第七幸 附 刖

第三十六条 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
定地方薄改补功资金嘈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或者实施细则。

笫三十七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和教育邯门依照

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5年 3月 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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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件

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

黑财教 〔⒛ 15〕 28号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转发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 (地 )、 县 (市 )财政局、教育局,省森工总局 :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 (以 下简称“
薄改

”
)

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做好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财政部、教育部印发了 《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 匚⒛15〕 3号 ),现转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要求:

一、关于义务教育薄改的实施范围问题。根据国家规定,薄改

补助资金支持范围为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经调查摸底 ,

我省其他县 (市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市级辖区城乡结合部义务教

育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条件也比较薄弱。经研究,将全省农村义

务教育全部纳入实施范围。资金管理按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财教

匚⒛15〕 3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1-



二、关于义务教育薄改资金投入问题。农村义务教育薄改资金 ,

由中央、省级和各市县共同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薄改补助资金按

因素测算分配,每年分两次下达.年初,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按一定比例提前下达;年中,根据各地财政、教育部门报送的上一

年度薄改资金的使用、项目完成和地方投入情况,经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综合考核后,按因素综合测算分配,全部下达当年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各地财政、教育部门要按照当年规划,及

时拨付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足额落实地方投入资金,确保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顺利实施.

三、关于义务教育薄改项目管理问题。 《黑龙江省全面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规划 (⒛ 149018年 )》 已经

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改造内容 ,

认真实行项目建设和设各采购招投标制、质量目标责任制和终身负

责制,确保薄改项目质量,全面完成薄改任务。对年度计划执行确

需调整变更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各市县教育、财政

部门要以正式文件说明变更理由,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审核各案。

四、关于义务教育薄改资金监管问题。农村义务教育薄改资金

实行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责任追究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由各市县教育、财政部门负责,按照财教 (⒛ 15〕 3号 文

件第三十一条履行监管职责。 《黑龙江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黑财教 〔⒛ 11〕 67号 )同 时废止。

省教育厅、丛亟厅将定期对各地薄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 使用管理的行为 ,

第427号 )有关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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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中请公开

黑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5年 4月 ” 日印发
ABjKO544

-3一

共印 185份



∷郛

红
艹

∶,tIⅡ
’≥∶,

.
财

教
文件亠纡冖〓〓

财教 〔zO15〕 3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 《农村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 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          Ⅱ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做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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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臂理办法

倌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驻有关省 (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监秦专员办夺处,

-2—

⒛15年 1月 sO日 印发财政部办公厅



附件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瞀理办法

笫一幸 总 刖

第-条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
资金 (以下简称薄改补助资金 )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支持全面改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

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镝定本办法,

第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是由中央财政设立、通过-般公

共财政预箅安排、用于改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余件的资金.

第三条 薄改补功资全由财政部和教肓部共同管理。财政
部负责专项资金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箅编匍,会同教育部
分配及下达资金,对资金馊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教
肓部负贵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规划编制,指导和推动薄弱学校
改追计划的实施工作,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加强项目管理,会
同财政部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监督和缋效评价工作。

第四条 薄改补助资金傧月管理遵循
“
i总 量控制、突出重

点,奖补结合、省级统筹,公平公正、规范透明
”

的原则。

第五条 地方备级财政要结合自身财力,增加对改善贫
因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经费投入。

笫二幸 t-范 田

第六条 薄改补动资金支持范国以中西部省份(含新番生
产建设兵团)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为主,适当兼顾部分东部省
份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

本办法的贫困地区是指集中连片特因地区县、日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的民族县和边境县,以及其他贫因县。
其他贫因县由省级教育和财政部门在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全面摸底排查基础上,根据基本办学条件的差距,认为确实

应当纳入薄改朴助资金支持范圃的县 (市 )。 省会城市所辖

区不列入本办法所指的贫困地区,市 〈州、盟)所辖区原则

上不列入本办法所指的贫困地区。

本办法的薄弱学校是指教学、生活设施条件等不能满足

基本需求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含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 )。

第七条 薄改补助资全支持的薄弱学校必须是已列入当

地学校布局规划、拟长期保留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

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小学附设的学前班或者幼儿

园、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高中部、民办学校、地

市及以上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及囡打造
“
重点校

”
而形

成的超大规模学校不纳入支持范囿。

第丿

`条

薄改补功资全用于
“
校舍及设施建设类

’
和

“
设

各及图书购置类
”两类项目。

(-)“校含及设施建设类
”
项目主要包括:

1.新建、改建和修缮必要的教室、实验室、图书室,以

及农村小学必要的运动场等教学设施;

2,新建、改建和修缮农村小学必要的学生宿舍、食堂(伙

房 )、 开水房、厕所、澡堂等生活设施,以及必要的校园安

全等附属设施;

3.现有县镇
“
大班额

矽
义务教育学校 (小 学班额超过

56人、初中班额超过 66人的义务教育学校 )必要的扩容改

造 ;

4在宽带网络接入学校的条件下建设校园内信息化网络



基础设施。

(二 )“设备及图书购置类
”
项目主要包括:

1.购置必要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音体美器材等教学仪
器设备;

2.为宿舍、食堂 (伙房 )、 水房等公共生活设施配置必
耍的家具、设备,以及必要的校园安保设备等;

3.购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图书;

4.购置计算机、投髟仪等必要的多媒休教学设备和信息
化网络设备等。

第九条 以下内容不得列入薄改补助资金伎用范围:

(-)独立建筑的办公楼、礼堂、体育馆、塑胶跑道、

游泳馆 (池 〉、教师月转宿舍等;

(二 )-次性投入低于 5万元的校舍维修和零星设备购
置项目;

(三 )教肓行政部门机关及直属非教学机构的建设和设
备购置等;

(四 )其他超越基本办学条件范畴的事项。

第十条 薄改补助资金严禁用于偿还债务;严禁用于平
衡预算、发放人员津补贴以及冲抵地方应承担的校舍维修改
造长效机制、公用经费等支出。

第三幸 资全分配与拔付

第十-条 薄改补助资金按一定比例在中西部和东部地
区阃分别确定资金规模后按困素法分配尉各省份,由各省级
财政和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合理使用。

第+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包括基础因素、投入
因素、缋效因素和管理因素四类。其中:



基础因素,下设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人均可用财

力、义务教育学生数及基本办学条件经费理论缺口数等子因

素。各子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绕计资料获得。

投入因素,下设生均财政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及增长率、

上一年度省级财欧安排用于改菩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方面的

专项资金等子因素。备子因素数据通过相关统计资料和各省

份资金申报材料获得.

绩效因素,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依据各省份制定的全面

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方案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及

相关标准,纽织考核获得计量数据。

管理因素,主要包括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

施方案和薄弱学狡改造计划的规划编制质量、备类数据录入

审核等业务工作管理,以及资金监督管理等情况。由教育部

会同财政部纽织考核获得计量数据.

第十三条 财政部和教育鄱每年9月 底前提前通知备省

份下一年度部分薄改补功资金预算指标;每年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央预算后 90日 内,正 式下达全年薄改补

动资金预算。

第十四条 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接到中央薄改补功资金

预箅 (含提前通知预箅指标)后 ,应 当在 30日 内按预算隶

属关系及时分解下达,并提出明确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要求。

有条件的,可以与项目一同下达。

第十五条 县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当在收到上级专项

资金预算文件后的 30日 内,按照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规

划,将资金科学合理地分配到学校,落实到项目。

第十六条 县级财政和教肓部门应当按照资命下达的



项目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并及时将资金分配结果、项目执行

情况录入全国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项目信

息化管理.

第十七条 县级教育和财政部门在分配薄改补助资金

时,要坚持
“
实用、够用、安全、节俭

’
的原则,把满足基

本需要放在首位,优先建设、购王教学和学生生活最急需的

基本设备和设施。要注重投入效益,做到改一所,成-所 ,

防止顼目过于分散。

严禁超标准建设和荥华建设。严禁将资全向少数优质学

校集中,拉大教肓差距.严禁举债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

第十八条 省级财政和教肓部门应当根据省域内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任务和完成时限等因素,合理分配中

央、地方财政资金,做到规范分配、合理使用,确保资金分

配公平公正,切实防范廉政风险。

第十九条 分配萍改补助资金时,应 当与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的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中西部农村初中校

舍改造工程和地方实施的其他义务教育项目资全相互衔接,

统箸安排,避免重复支持。

第四辛 资全申报

第二十条 省级财玫和教育部门应当在每年 3月 15日

前,向财政部和教肓部提出当年薄改补动资金申报材料,

第二十-条 省缀财政和教肓部门报送的申报材料包

括:

(-)上年度薄改补助资金妾排使用情况工作总结,主
要内容包括上年度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落



实情况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薄改补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地方财政投入情况、主要管理措施、问题分析及对策。

(二 )当年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当年工作目标和缋效目

标、重点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绩效目标要明确、具体、可

考核。

(三 )上年度省级财政安排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方面

的专项资金统计表及相应预算文件。

(四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即对照 《教肓部办公

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制定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肓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方案的通

知》〈教基一厅 〔2010]26号 )附件所列备项年度绩效目标

和工作任务,分别烈示完成
j暗 况。

第二十二条 薄改补助资金申报材料作为开展绩效评价

和资金分配的依据之一。逾期不提交申报材料的,在分配当

年资金时,“绩效
”
和

“
管理

”
两个因素作零分处理。

第五幸 资全管理与绩效评价

第二十三条 薄改补劝资金要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

度,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和财政部对薄改补助资金实施目标

管理。省级教肓和财政部门要统箸组织、指导协调项目管理

工作,督促专项资金落实到项目。省级以下教育和财政部门

应当建立薄改补助资金项目庠,实行项目管理,确保薄改补

助资金使用可检查、可监控和可考核.

第二十五条 除高寒和高海拔地区外,薄 改补功资金支持

的校舍及设施建设类项目原则上应当在资金下达到省后两

年内完成。



项目完成后要及时办理验收和结箅手续,同 时办理固定

资产入账手续。朱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和设施设

备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项目预算下达后,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

导致顼目无法实施时,按照
“
谁审批谁负责

”
的原则,履行

项目变更和预箅调整审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项目实施完成后,若有结余资全,由县级

财政和教肓部门统-管理和使用;项 目资金不足的,由县级

财政和教肓部门统筹安排弥补。

第二+八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根据备省份薄弱学校改造
计划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或再评价。备省

份制定的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实施目标和计划将作为财政部

和教育部对备省份进行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财政部和教育部分配备省份资金的依据。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省级以下财跋和教肓部门要结合实际开展

蹿弱学校改造计划资佥使用的绩效评价工作,将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条 实施薄改朴功资全支持的顼目,应 当执行政
府采购等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鞯实有关政策要求,规范采
购行为。实施薄改补助资金支持的校舍及设施建设类项目,

属于基本建设的,应 当履行基本莛设程序,严格执行相关建

设标准和要求,新建项目要符合抗震设防和综合防灾要求,

确保工程质量.

第六幸 资全监督捡查

第三十-条 明确资金监管职责.地方各级财政和教肓



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协作。财政部门主耍负责专项资金的

预算安排、资金拨付、管理和监督;教肓部门主要负责基础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项 目规划的编报和年度项

目遴选申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三+二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地方备级财政部门要

按照财政顸算公开的总体要求做好狺息公开工作。地方特别

是县级教肓部门应当通过当地媒体、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

会公示薄弱学校改造计划总体规划、年度资金安排、工作进

展等情况。其中,年度资金安排应包括项目学校名单、顼目

内容和资全额庋,在县级教肓部门的门户网站公示时间不少

于一年。

对薄改补助资全支持的项目,项 目学校应当全程公开从

立项、实施情况到验收的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 建立监督检查韧度。实行国家重点检查、

省市定期巡查、县级经常自查的监督检查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薄改补助资佥管理使用情况列入

重点监督检查范围,加强专项资全的监督检查。各级教育部

门应当对薄改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及效果进行定期检查。

备学校应当强化内部监管,自 觉接受外部监督,配合审

计机关将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资金使用情况纳入每年重点审

计内容,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

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具备资

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对于报送虚假信‘息、骗取薄改补助资金的,

-经查实,中央财政将相应扣减下一年度资金;情节严重的,

取消该省份分配薄改朴助资金的资格,并在仝国范围内予以



通报。

第三十五条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专顼资金实行
“
谁使

用、谁负责
”

的贵任追究机制。对于滞留、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套取专项资全、违规乱收费以及疏于管理,影响

目标实现的,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给子严肃处理。

第七幸 泔 刖

第三十六条 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

定地方薄改补动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或耆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和教育部门依照

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zO15年 3月 1日 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