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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的种子撒遍雪域高原
  ——财政助力西藏教育发展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格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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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9 所，普通高等学校 6 所（专科学校 3 所），教学点

388 个 ；全区有各级各类在校生 608506 人，其中，小学

295142 人 ， 初中生 124295 人 ， 高中生 55669 人，特校生

656 人，幼儿园在园人数 81123 人，中职生 16719 人 ， 普

通本专科 33474 人（专科生 11315 人），研究生 1428 人 ；

全区有各级各类教职工 50759 人。全区累计脱盲人数达

181.5 万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了 0.57% ；已有 8 个

县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县 ；学前、小学、初中、

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毛入学（园）率分别达到 59.11%、

99.64%、98.91%、73.37% 和 27.76% ；区内外中职在校

生达 19732 人，职业教育累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6 万

余人，县级职教中心面向农村、面向农牧民开展技术技

能培训，年规模达 3 万人次。全区普遍建立了小学教育，

创办和发展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已基本齐

全，教育网遍及各地、县、区、乡。初步形成一个涵盖幼

儿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

成年教育在内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现代

教育体系。

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为了让西藏人民享有“更好的教育”，中央和自

治区不断加大教育财政投入，50 年间，由 1965 年的

300 余万元增加到 2015 年的超过 160 亿元，总投入

超过 1020 亿元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由 1965 年的不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财政厅不断加大支

持力度 ， 50 年来，西藏教育事业逐步走向繁荣。一代又

一代人像格桑花的种子深深扎根于广袤的雪域高原，把

知识、思想、智慧、科学深耕于城乡阡陌，细种于荒野

峡谷，用心血呵护，用汗水滴灌，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和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与经济社会同步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得到全面贯彻，教

育政策不断完善强化，教育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教育质

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取得重大进步，为西

藏科学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保障。

各级财力助力，推动现代民族教育体系发展

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以来，在各级财政的支

持下，全区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

天的西藏教育与人才培养已基本与全区的繁荣进步

同步。

据统计，1965 年底，全区仅有公办小学 68 所、中

学 5 所，有小学在校生 5.6 万人，初中在校生 1359 人。

截至 2014 年底，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1696 所 ， 其中，小

学 829 所，中学 125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 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 3 所、高级中学 22 所、完全中学 4 所、初级

中学 93 所），特殊学校 5 所，幼儿园 722 所，中等职业

江孜中学学生正在专心上课 日喀则市江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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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百 万 到 2015 年 的 超 过 25 亿 元，总 投 入 超 过 165

亿元。

自治区先后实施了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

农村中小学校安全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特殊教育学校建设、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

设、普通高中建设、双语教师培训基地建设、教师周

转房建设、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高校改扩建等

工程，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办学能力明

显增强。启动“教工之家”建设工程，“教工之家”覆

盖面达到 80%。积极完善配套学校基本建设，在高

寒偏远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实施暖廊、澡堂、菜窖、饮

水等“四有”工程，农牧区中小学校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地区、县域、校际之间差距不断缩小，均衡程度

不断提高。

制定系列惠民利教政策，增强教育吸引力

在解决学生“有学上”的同时，自治区进一步把教

育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制定出台了系列惠民利教政策，

着力解决学生“能上学”、“愿上学”、“上好学”的问题，

不断增强教育吸引力，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一）建立“三包”政策及助学金制度。从 1985 年起

在西藏农牧区中小学实施“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

费用）和助学金制度，目前义务教育“三包”政策覆盖学

前至高中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延

伸扩大到 15 年。西藏教育“三包”政策自实施以来，先

后 14 次调整标准，由 1985 年政策确立之初的小学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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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学 310 元，边境县乡小学 304 元、中学 330 元，提

高至 2014 年的二类区 2800 元、三类区 2900 元、四类区

和边境县 3000 元的标准，其中，伙食费占 90%，服装、

装备、学习用品占 1O%。从 2015 年秋季起人均再提高

100 元，调整后的标准为年生均二类区 2900 元、三类区

3000 元、四类区和边境县 3100 元 ，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年生均 5400 元，与 1985 年同期相比，标准提高了近 10

倍，政策保障能力不断增强。30 年来，“三包”总共投入

资金近 96 亿元，占同期西藏教育投入的 9.5%、财政支

出的 1.2%。为实现学生有学上、留得住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对确保西藏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推动西藏教

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促进作用。

（二）建立起了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首先，在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阶段（含中职教

育）建立起了以免费教育为基础，以学前教育阶段农牧

民子女补助和中小学“三包”政策为主，学前和中小学

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助学金、农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为辅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其次，在高等教育阶

段建立起了以“奖、贷、勤、助、补、免”为主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2014 年，修改完善了《西藏自治

区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将

服务年限由原来的 5 年改为 3 年 ；将西部志愿者、三支

一扶人员在基层单位就业、在中小微企业就业、自主创

业应往届毕业生纳入政策资助范围。自 2014 年秋季学

期起，调整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调整后的国家助学贷款

吉雄镇德吉新村双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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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达到本专科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

生每年不超过 12000 元。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调整

后，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退役

士兵教育资助、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和学费资助的标准，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生每生

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再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建立起了以国家助

学贷款、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为主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自 2014 年秋

季学期起，实施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政策。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0 元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 8000 元 ；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 10000 元 ；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 6000 元。

2011 年，自治区再次提高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

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免费标准，年生均达 5600 元 ；2014

年，落实免补资金 9872.8 万元 ， 区内外高校符合条件的

学生达 17630 人。至此全区基本建成覆盖学前至研究生

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各类资助政策和项目达到

37 项，其中学前教育 3 项、义务教育 3 项、普通高中教

育 3 项、中职教育 3 项、高等教育 14 项、研究生教育 8

项、综合类学生资助政策 3 项以及多项非固定性社会类

资助项目。

（三）建立了 15 年免费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农村

免费教育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阶段经费保

障水平，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自 2011 年秋季学期

起，对高中（含中职）阶段教育公办学校及县级以上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委托承担高中阶段教育的民

办学校在校学生，实行高中教育阶段免费教育政策。

2015 年落实高中（含中职）教育阶段免学费资金 1.33

亿元，资助学生 7.3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免费教育

资金 0.82 亿元，受助学生 5.6 万人，中职教育免费教

育资金 0.51 亿元，受助学生 1.7 万人。从 2012 年秋季

学期起对全区城镇幼儿园（含民办、其他部门办）在

园幼儿实行了免费标准为 3600 元的免费教育政策。

2015 年，落实城镇学前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1.7 亿元，

惠及学生 8.1 万人（含农牧区学前教育学生）。加上正

在实施的“三包”助学金政策，目前全区已基本建成

基础教育 15 年免费政策体系，年均受惠学生达 57.24

万人。

（四）全面开展农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试点工作 ， 进一步提高标准。从 2012 年春季学期开

始，在全区 74 个县（区）农牧区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

行（不含县城）“营养改善计划”，标准为每生每天 3 元，

全年按 200 天核定。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两基”工

作成果，提高广大农牧民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教育，从

2014 年春季起将营养改善计划范围扩大至全部农牧区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含在县城、地市上学的农牧

区学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 3 元，全年按 200 天核

定。2014 年底在上年基础上年人均提高 200 元，达到

年人均 800 元（按 200 天核定，日标准 4 元）。实行“三

包”+“营养餐”模式，资金统筹使用，分账核算，2015

年总量达到 3.05 亿元，受益学生达 38.28 万人。

（五）建立乡镇教师生活补助标准政策，进一步稳

定全区教师队伍建设。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发放全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生活补助的通知》

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精神，2015 年乡镇教师生活补助标准分类区分

别提高 100 元、200 元、300 元，提高后达到二类区 400

元，三类区 800 元，四类区 1200 元，边境县在此基础上

提高 50 元，2015 年总量达到 1.3 亿元。

教育援藏成效突出，内地办学工作稳步发展

1984 年，中央作出“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

的战略决策，国家为加大西藏各类人才的培养力度，帮

助西藏更快更多地培养人才，决定在北京等省市筹建 3

所西藏学校，在上海等 16 个省（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各

选择条件较好的一、二所中学举办西藏班，从 1985 年

起招收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学生到内地学校。内地高

校“团队式”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以及内地 7 个职

教集团和 13 所民办本科高校对口支援 7 地（市）中职学

校工作全面开展，西藏民族大学纳入陕西省对口援藏

计划。全国各对口支援省（市）、中央企业、各有关高校

和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教育援藏力度进一步加大，为

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发挥了积极

作用。

在教育部领导下，与办班省（市）协调配合，不断

优化内地办学布局和结构，目前全国有 21 个省市 17 所

初中、14 所高中（含 5 所完中）举办西藏班，56 所示范

性高中招收西藏插班生，44 所中职学校举办内地西藏

中职班，170 多所高校招收内地西藏班高中毕业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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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珠海西藏中学建设工作并于 2014 年开始招生。实

施初中四年改三年、普通高中三年改四年学制改革，各

民族学生混合编班教学模式有序推进，逐步扩大高中阶

段招生规模并增加散插班计划，截至 2014 年底，各级

各类内地西藏班在校生 2.71 万人，较 2010 年增加 1.5 万

人，其中，初中 0.47 万人、高中 1.03 万人、中职 0.46 万

人，高校内地班生源 0.74 万人。各地内地西藏班（校）

加大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了办班经费补

助标准，目前，内地西藏班（校）办班经费达到了每生

每年 8000 元，西藏地区补助经费从 2011 年秋季开始，

初中生提高到每生每年 4500 元，高中生提高到每生每

年 5400 元。

30 年来，内地办学累计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

人才 3 万余名，已成为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西藏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责任编辑  雷艳 江孜中学学生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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