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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教育系统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为提高我市教育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确保教育惠民政

策落到实处，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教育涉农资金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教秘财〔2015〕95 号）、《合

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合肥市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合政办秘〔2015〕54 号）和《关于合肥市涉农

资金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有关事宜的通知》（合整治办〔2015〕

6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摸清近年来我市教育涉农资金财政预算

分配、管理、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突出问题，查找

体制机制和管理漏洞；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和骗取、贪污、

私分惠农资金等问题，确保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提

高广大群众对党委、政府惠农政策的满意度；研究完善相关制度，

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益，更

好地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整治内容和范围 

（一）整治检查范围和对象 

1．整治检查范围。2013 年和 2014 年度各级财政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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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村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各项

资金（含基建投资），主要包括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

金、高中阶段学生资助资金、普通高中改造计划资金、现代职业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工

资性补助资金、“三区”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资金和其他

教育涉农资金等；2010 年以来，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对教育涉

农资金的各种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和处理情况；专项整治期间群

众举报的事项。 

2．整治检查对象。负责分配、拨付、管理和使用涉农资金

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处室和各中小学校（含幼儿园）。 

（二）整治检查的内容 

对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涉农资金分配、拨付、管理和使

用情况以及接受涉农资金安排的项目学校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清理、检查和

纠正教育涉农资金申请、分配、拨付、管理、使用过程中是否存

在以下问题： 

1.利用资金、项目管理权，贪污、受贿，谋取私利。 

2.基层干部冒领、私分农民补贴资金和补偿款。 



－4－ 

3.项目申报弄虚作假，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 

4.截留、挪用财政专项资金。 

5.违反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管理规定。 

6.资金拨付不足额、不及时，滞留、延压项目资金。 

7.未按规定时间启动项目、未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8.项目实施过程中，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内容、地点。 

9.其他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三、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 

全市教育系统专项整治行动时间为2015年 3月底至8月底，

分五个阶段。 

（一）部署启动阶段（4 月 10 日前） 

成立合肥市教育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负责指导

全市教育系统专项整治行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有关

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市教育局财审

处），负责指挥协调专项整治行动有关工作。 

（二）全面自查自纠阶段（4月 11 日-4 月 22 日） 

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按照专项整治范围和内容，组

织开展自查自纠，范围覆盖到所有接受涉农资金安排的学校。主

要工作包括： 

一是梳理 2013 年和 2014 年度教育涉农资金。按照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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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设计的表格（另行下发）统计填报，摸清本地教育涉农资金

性质、规模、流向等基本情况。 

二是深入查找解决问题。在有效梳理项目资金的基础上，从

政策落实、项目申报审批、资金分配拨付、政府采购及项目招投

标、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各环节，深入查找教育涉农资金及项

目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并进一步厘清资金项目管理部门及牵

头部门责任。要突出边查边整改，按照规定和程序，及时处理案

件和相关责任人。 

三是积极开展“回头看”。对 2010 年以来各级财政和审计部

门对教育涉农资金的各种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和处理结果进行梳

理，检查后续整改落实情况，对发现未整改的，要做到限期整改

和追责处理并重。各级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各县（市）区自

查自纠汇总报告要在 4 月 17 日前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汇总后

于 4 月 22 日前报省教育厅和市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三）整改完善和省、部级重点抽查阶段（4 月 23 日-7 月

15 日） 

省、部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我市专项整治行动进行重点抽

查。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项目学校要根据自查自纠

情况和重点检查反馈意见，认真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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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决整改到位。对以前年度检查发现的问题，在此次整

治行动中，未整改处理的，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督促或问责。

对此次检查新发现的问题，按照问题性质，分类制定方案，限期

进行整改。要把好政策尺度，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相关规定，限期追回财政资金，调整有关账目，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对于违规违纪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对于涉嫌犯

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要健全完善制度。既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分析问题产生

根源，又要深入研究政策制定和决策、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方面

的解决方案，完善制度办法，提出政策建议，创新资金使用和监

管机制，建立健全教育涉农资金管理长效机制。各县（市）区整

改工作报告于 7月 5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包括发现问题分类、整

改举措、完善政策措施建议等。市教育局汇总后于 7 月 10 日前

报省教育厅，7 月 15 日前报市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 

（四）全面总结阶段（7 月 16 日-8 月 25 日） 

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对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全面总结，

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健全制度、总结成效、推广经验。各县（市）

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于 7 月 25 日前报至市教育局。市教育

局汇总后于 7月 31 日前报省教育厅，8月 25 日前报市涉农资金



－7－ 

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

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理财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教育涉

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要成立相应的教育专项整治行

动领导小组，履行好组织、部署、督促、协调等职能，切实落实

好责任，积极推进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并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矛盾和问题，确保教育专项整治行动顺利推进。 

（二）认真开展检查。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结合实

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

和时间表，并及时召开动员会议，扎实开展教育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要全面细致地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仔细查阅学校有关帐表册

据、资料数据，认真访谈学校教职员工、学生及家长，力求用事

实和数据反映问题，切实把教育专项整治行动落到实处。 

（三）加大查处力度。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加

大对教育涉农资金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力度，对虚报、冒领、套取、

挤占、截留、挪用、抵扣教育涉农资金及贪污受贿等行为，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除追回资金外，对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

关涉农资金政策和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处分，触犯法律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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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长效机制。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此

次教育专项整治行动，认真总结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对个性

问题要拿出针对性的措施和办法，逐一整改到位；对共性问题，

要认真分析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要创新教

育涉农资金监管方式，健全和完善监管制度，认真落实“谁主管、

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职责分工责任制，密切协作共同

做好教育涉农资金监管工作。要设立服务监督电话、举报信箱和

网络服务平台，及时受理和认真处理群众举报、投诉和政策咨询，

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长效机制，采取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不同形式，切实保障教育涉农

资金的项目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 

 

 

 

 

 

 

 

 

 

 合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