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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吕爱君

逐步加大，免费义务教育机制基本建成。

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作用凸显。2007

年起，莱州市逐步建立起政府资助为主

导、社会捐助为补充，“奖、贷、助、减、

补”五位一体，覆盖学前、小学、初中、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大学六个学

段的学生资助体系。除上级出台的资助

政策以外还广泛开展各种爱心助学活

动，引导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建立起“李

研吾方菊珍教育奖学金”、“教育扶植基

金”等一系列资助基金。政府资助与社

会捐助相结合，每年发放资助资金 2700

多万元，资助各类学生近 1.2 万人次，为

家庭生活困难学生提供了就学保障。

教 育 惠 民 政 策 凸 现 新 亮 点。2012

年，莱州市投入 5000 多万元购买了 164

部校车为农村学生提供校车服务，每年

投入 600 多万元确保校车正常运行，接

送学生数量 14000 多名，实现了农村小

学校车服务“全覆盖”。2013 年启动了免

费校服工作，累计投入 1136 万元为义务

教育段学生免费配发了校服。

城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加快推

进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累计投资 6.5 亿

元，新建农村中小学校舍面积 37 万平方

米，现已竣工 27.63 万平方米，有 24 处

学校建成投入使用。农村中小学“热水、

热饭、改厕、取暖”工程进展顺利，完成

投资 2900 余万元，新建 17 处学生餐厅，

为 24 处学校配备了 240 余台高标准节

能饮水机，为 31 处学校配备了 2400 余

台智能型碳晶采暖器，为 27 处学校新建

了水冲式厕所。先后投资 6780 万元，推

进“班班通”工程、计算机更新工程、中

小学实验室标准化建设。全市城乡学校

都实现了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校校通”、

“班班通”，办学条件不断优化，整体办

学水平更加均衡，城市和农村的孩子都

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职业教育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整合

资源，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先后撤

并4所市属职业学校和30多处镇街成校，

重点加强烟台理工学校和烟台信息工程

学校建设。先后投入 1 亿多元，新建教学

楼、实训楼、高标准的实训基地和培训

中心共 4 万平方米，新购置 2000 多万元

实习实训设备，数控、汽修、建筑、焊接、

电工电子、餐饮服务等专业实训中心达

到全省一流标准。学校依托 5 个职教集

团与 100 多家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建立

合作关系，每年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3500 多人，就业率达 99% 以上。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学校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根据上级要求，莱州市自 2009 年

以来相继启动了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农村中小学“热水、热饭、改厕、取

暖”工程、校舍标准化工程。多项工程

相继开工，同步推进，建设标准不断提

高，投资需求不断扩大。工程总投资 8.1

亿元，目前累计开工投资 6.5 亿元，到位

资金 4.9 亿元，尚有 1.6 亿元资金缺口。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学校建设资金应

由中央、省、市、县、乡各级共同分担，

但目前投入主要由县级承担，分担机制

存在不合理性。一是县级财政压力过

大，由于县级新增财力大多被人头费、

民生等刚性支出占用，真正用到事业发

展的财力很少，莱州市累计筹措学校建

莱州市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地处

烟台、青岛、潍坊三市交界处，紧临渤海

莱州湾，是全国百强县和山东省十强县之

一。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717亿元，公共

财政收入57亿元，公共财政支出62亿元。

教育事业发展现状

莱州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

园 176 处，在校生 9.6 万人，在编教职工

7340 人。近几年，在民生、三农等刚性支

出政策连续出台、财政资金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的情况下，莱州市优化支出结构，

着力加大对教育等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

“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全面建立。从

2006 年起，莱州市全面落实“以县为主”

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管理权限上收到县

级。2007 年出台了《莱州市关于完善农

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意见》，进一步

规范了学校设置，理顺了农村义务教育

管理体制。这是莱州市教育管理体制的

重大转轨，10 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县为

主”管理体制的顺利实施，增强了教育

发展动力和活力，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奠定了基础。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日趋完善。

2007 年起，莱州市全部免除了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杂费，将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

全额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并逐年提高生

均公用经费保障标准， 2014 年达到小学

810 元，初中 1010 元。2007 年，莱州市被

确定为全省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试点

县，两年共清理化解农村中小学债务总计

10853 万元，彻底消除了学校债务负担。

2008年起为全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全市教育经费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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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资金 4.3 亿元，占到位资金的 87.3%，

承担了绝大部分支出责任。二是镇级财

力投入不足，“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实施

以后，教育经费全部上划市级管理，大

多数镇街政府不再向教育投入，近几年

筹措资金只有 356 万元，仅占到位资金

的 0.7%。三是上级补助比例较低，上级

对学校建设要求时间紧、任务重，但补

助少，2009—2015 年中央、省、烟台市

累计拨付各项资金共计 5900 万元，仅占

到位资金的 12%。

（二）城乡师资分布不均衡

一是总体超编与结构性缺编并存。

根据 2011 年山东省中小学编制标准计

算，中小学教师编制 6033 人，现有在编

教职工 7340 人，超编 1307 人。但从教师

内部结构看，年龄结构老化现象比较严

重，30 岁 以 下 的 仅 占 7.3%，而 50 岁 以

上 的 占 25%。男 55 岁、女 52 岁 以 上 的

老 教 师 1272 名，占 17.3%，其 中 91% 分

布在农村学校。一方面，大龄教师教育

观念落后，教学方法陈旧，不适应新课

改，无法承担正常的教学任务，但仍占

用教师编制 ；另一方面，学校能承担紧

缺学科教学的专业老师短缺，影响了教

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退补比例

失衡，梯次结构出现“断层”。2006 年以

来，因退休、调出、死亡等因素减少教职

工 2100 多名，经考选录用大中专毕业生

517 名，仅占减员人数的 24.6%。受名额

限制，相当多的学校连续多年没进新教

师，教师年龄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再

不适当补充，将来必然出现“断层”现象。

（三）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还需完善

莱州市现有义务教育段学生 63945

人，其 中 寄 宿 生 占 22%，非 寄 宿 生 占

78%。现行资助政策对家庭生活困难寄

宿生进行资助，资助比例为在校寄宿生

的 15%，与实际需求情况相比有局限性。

一是资助面过窄。除对家庭生活困难寄

宿生进行资助外，上级对义务教育段非

寄宿困难学生未出台资助政策。为缓解

这部分学生的家庭困难，市政府每年从

社会捐资中安排资金对非寄宿困难学生

进行资助，但由于资金有限、人数较多，

因 此 标 准 较 低（ 小 学 350 元，初 中 550

元），与寄宿生的资助标准（小学 1000

元、初中 1250 元）有较大差距。二是缺

乏灵活性。现行资助政策针对的是普通

的家庭困难学生，按人均标准、按学期

发放到人，对于因突发状况致贫的学生

缺少救助。据统计，莱州市每年都有因

车祸、大病等造成的近百起突然致贫的

学生到政府求助，但由于缺少机动的资

助资金无法实施资助，只能依靠学校发

动师生进行小规模捐资。

对策建议

（一）加大投入，多渠道筹措学校建

设资金

一是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力度。通过

抓财源建设、抓财政增收，不断夯实增

收基础，确保更多可用财力用于学校建

设。强化镇街政府的支出责任，以属地

为原则承担部分支出，形成“以县为主、

镇级为辅”的支出合力。二是多渠道筹

措资金。对中小学布局调整中撤并的学

校校产进行普查，经相关部门批准后进

行处置，处置收入全部用于新校建设 ；

积极发动社会捐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捐资助学或办学。三是上级规范对下补

助制度。建议上级教育系统归并现有的

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薄弱学校建设、学

校标准化三个项目平台，在数据共享的

基础上梳理项目、整合平台，以此作为

对下转移支付的基础数据库，进而为下

一步整合资金打好基础。上级财政部门

将对下转移支付资金整合为学校建设专

项资金，一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一方面

改革分配办法，按项目、按验收面积、

按标准、按比例安排项目资金，从而增

加项目的透明度，避免同一项目重复申

报、交叉安排等问题的出现。

（二）多措并举，提高教师队伍专业

水平

一是合理补充教师数量，形成长效

机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每年按照

教师减员数量、按 60—70% 的比例补充

教师，虽然距离教学需求还有差距，但

若形成长效机制，必会为教师队伍注入

新鲜活力。二是强化师资培训，财政予

以保障。地方财政建立师资培训专项资

金，专项用于师资培训业务的开展、设

施配备、培训基地建设等。上级建立奖

励机制，对地方工作开展较好的进行专

项奖励。三是优化布局调整，整合师资

力量。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调整，除保

留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外，通过撤并规

模小、效益差的学校，进一步整合师资

力量，缓解学科教师短缺、年龄结构老

化的问题。四是挖掘现有资源，推进城

乡交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

度，新考选的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中小

学校。深化城乡学校、教师的合作交流，

创新支教模式，扩大支教人数和支教范

围，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三）调整完善，建立灵活的学生资

助体系

建议对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进行完善

和调整，将非寄宿的中小学困难学生纳

入资助范围，按照非寄宿在校生 5% 的

比例、人均 1000 元的标准核定资助总

额，所需经费按照目前体制由中央、省、

市、县分级负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的资助

形式，其中资助总额中拿出 30% 设立资

助基金，专项用于资助因突发状况致贫

的学生，资助基金设在教育部门，当年

有结余的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其余 70%

用于其他家庭困难学生，考虑到困难程

度不同，可以设立 500、800、1000 元三

个档次，由资助中心根据学生的困难程

度组织发放。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州市非税收入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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