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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颁

布后，湖北省咸宁市教育局认真学习

“双减”文件精神，坚决贯彻中央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全面开展治理工作。

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落实“双

减”的轨道上。“双减”政策力度之大、

牵涉范围之广，远超过去出台的任何一

份政策文件，这一重磅文件的发布犹如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观念决定行动，为了稳妥推进“双减”的

落实，市教育局将抓好思想认识放在工

作首位。一是座谈了解。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7月24日发布政

策后，咸宁市教育局及时采取对策，组

织人员对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先期

摸底，听取学校对“双减”工作的建议，加

强对“双减”的指导，明确要求各地各校

按照国家“双减”政策要求，制定“一校一

案”课后服务实施方案。二是实地调

研。2021年9月14日～15日，组织调

研专班对全市6个县（市、区）全覆盖调

研，调研对象涵盖小学和初中，农村和

城镇，公立和私立，寄宿制和非寄宿制；

访谈对象包括校领导、班主任、普通老

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形成了《咸宁市

“双减”落实情况调研报告》和“双减”调

研反馈问题清单。三是下沉宣讲。为

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市教育局开

展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落实“双

减”政策宣讲活动，先后在市直和6个县

（市、区）进行巡回宣讲，坚持指导各地各

校理解和认识中央“双减”文件的重要

意义，坚实提升“双减”的信心和决心。

落实行动，抓住关键环节开展“双

减”改革。抓住“双减”四个重点环

节——学校教育质量、作业管理、课后

服务、校外培训，以崇阳县为试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一是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要实现“学生减负，教育提

质”，主阵地、主战场就是在课堂。以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重要突破口，

变革传统课堂，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把

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

“讲堂”真正变为“学堂”。崇阳县教育

局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深入开展随

机“推门”听课工作，强化课堂教学主

阵地作用，让孩子不把问题留到课后，

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自“双减”政

策落实以来，“推门”听课在崇阳县各

所中小学常态化进行。二是规范学生

作业管理。市教育局研制印发了《咸

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设计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试行）》，从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重点内容和相关要求四个

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设计

和管理做了规定，并强化作业研究，开

展作业评价，促进家校协同。全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建立作业校内公

示制度，明确作业总量。多数学校开

始系统探索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

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

业，引导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

文艺活动。其中，崇阳县在城区中小

学推动深化“阳光作业”平台的应用，

通过“阳光作业”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基础教育资源输

出，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培养学

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整体素

质全面提高。“阳光作业”平台的应用

不仅能减轻教师工作负担，还能与“双

减”工作进行较好的衔接，具备较高可

行性。三是基本实现课后服务两个全

覆盖。2021年9月1日，全市441所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其中咸安71所、赤壁

69所、嘉鱼43所、通山111所、通城84

所、崇阳63所，农村小规模学校纳入中

心校管理、不计入学校数），全部按照

“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建

立家长申请、班级审核、学校统一实施

的工作机制，基本实现所有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全覆盖，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同时，加强课后延时服务管理，因地制

宜推行“5+2”模式，丰富课后服务内

容，在辅导作业的同时，全市学校开设

的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涵盖机器人、

无人机、舞蹈、阅读、书法、声乐、篮球、

美术等30多个种类，并选派专业教师

进行授课。四是全面排查校外培训机

构。下发《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提

示》，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和要求。2021

年6月以来，各县（市、区）政府成立了

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联合整治

工作专班，开展联合整治行动。

齐抓共管，强化家校共育合力推

进“双减”发展。针对推进“双减”的过

程中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如教师工作

时间长、经费的保障和监管难度大等，

通过加强党对“双减”工作的全面领

导，部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双减”工

作落地落实落细。一是下发全市“双

减”工作方案。经过前期调研，起草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

案》，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双

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学校教育主

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明确“双减”工作方案将以市委、市政

府两办名义下发，成立市级层面的领

导协调机构，制定细化工作方案和应

急处置方案。加大与宣传、网信、政

法、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力度，加强宣传

引导，弘扬正能量，抑制负能量。二是

把家校社共育摆在更重要位置。推动

教育培训“让位”，家庭教育“补位”，积

极宣传、沟通、引导，实现家校良性互

动，让家长真正参与到孩子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事业中。通过多

种渠道，广泛收集家长对学校推进

“双减”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报纸、微

信公众号、资料汇编等方式，加强家

庭教育观念宣传引导力度，促进家庭

教育水平的提升，让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同心同向。三是以教科研为

先导全面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大力发挥教科研在教育质量提升上

的支撑作用，在作业设计和科学管

理、课后服务“一校一案”、课堂增效学

足学好三个方面，教研部门和学校联

合开展研究，全面提高校内教育教学

质量，满足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需要。

同时发掘省内外的先进经验予以推

广，重点打造“双减试点校”，以“一枝

独秀”带来咸宁市“双减”工作的“春色

满园”。（本版文字及配图由湖北省

咸宁市委改革办提供）

肩负立德树人使命 落实“双减”工作任务

湖北省咸宁市作为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的地方，面对经济下行、减税降费

对财力的影响，2015年起全面深化零

基预算改革，既解决了保吃饭的问题，

又促进事业发展，2017年荣获湖北省

首批全国财政管理绩效先进单位，获

3000万奖励。近年来，面对日益收紧

的“钱袋子”，持续打好财政“铁算盘”，

打造零基预算2.0版本，把“一分钱掰

成两半花”，既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

牢了民生底线，又巩固了财政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2019年、2020年财政管

理考核连续获省政府表彰，累计获

7000万元奖补。

打造零基预算升级版
用大统筹支撑大发展

全口径预算统大局。积极转变理

财理念，突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基础地

位和龙头作用，2019年以来，在全面

零基预算的基础上，将绩效评价、投资

评审、政府采购、资产配置实质性嵌入

预算管理中，打造“4+8”的预算体系

（政府4本预算+政府采购、债务、非

税、资产配置等8个专项预算），构建

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模式，打破

了预算间的壁垒限制、弥补了管理上

漏洞，政府统筹能力、预算调控能力、

资金资产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强。

2020年～2021年10月，认真落实积

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适度支出强

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2.39亿

元，为推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财力保障。

全方位统筹聚财力。树立“统筹

盘活财政资金就是增加财政收入”的

理念，统筹范围从资金拓展到资产资

源，全面建立集中财力办大事的机

制。资金统筹从四本预算资金拓展到

部门资金，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部门

非税收入、往来资金等全部纳入年初

预算统筹安排，2021年，市本级从政

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公共预算资金18,623万元，统筹部

门结余、往来专户结余等资金9688

万元用于平衡预算，占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可用财力的11.82%；资产统筹

从使用资产拓展到闲置资产，探索完

善“公物仓”制度，采取均衡调剂、捐

赠、拍卖等措施盘活资产，既减少了

支出又弥补了减收缺口；资源统筹从

有形拓展到无形资源，清理规范政府

特许经营权出让行为，减少财政补助

支出1.6亿元，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

推动数字信息共享，预计可节约资金

8000万元。

全过程压减保重点。杜绝“一刀

切”“切一刀”的简单做法，坚持有保有

压。在预算编制环节，非刚性、非重点

项目支出连续 5 年压减的基础上，

2022 年再次压减 5.4%。在操作环

节，上级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作为特定目标类项目，制订

可量化考核的绩效目标，按照轻重

缓解，分年度、有计划坚决保障到

位，通过压减运转类项目落实“过紧

日子”要求，2021 年 1月～10月，全

市 民 生 支 出 169.3 亿 元 ，占 比

76.92%。在执行环节，及时清理趴在

账上“睡大觉”的资金，从严控制会议、

培训、办公费和节庆、展览等大型活动

经费，2021年1月～10月，“三公”经费

压减16.8%，机关运行成本减少3.5%，

压减的资金全部用于支持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上。

打造财政服务加速版
用大融合促进大提升

改“分散”为“集中”，提升系统集

成效率。自2018年起，积极整合预算

编制、执行、决算、政府采购、资产管理

等管理系统和控制环节，建立顺向环

环相扣、逆向动态可溯的监控机制。

2019年，在全省较早探索推行线上智

慧缴费平台，利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及

设备终端刷银行卡实现缴费，便民效

率提高80%。2020年，整合国库集中

支付、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和中央直达

资金系统，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及重大惠企利民政策，将

扶贫资金、惠企利民资金“一竿子插

到底”。2021年1月～10月，上级下

达直达资金 504,528 万元，已分配

504,382万元，分配率99.9%。全市

累计拨付惠企利民资金6.93亿元，惠

及739家企业、120.18万人次。

改“串联”为“并联”，提升资金周

转效率。优化财政资金审拨办法，简

化九项支付环节，紧急用款计划审批

和紧急支付1个工作日内办结，所有

业务最多不超过3天，资金拨付效率

提高60%。同时，对评审时间紧、任

务重、民生需求紧迫的项目，建立财

政评审“绿色通道”，整合发改和财政

项目评审，缩减发改概算评审批复、

预算评审两个流程为概算评审批复1

个流程，实行“两条腿一起跑”，项目

审批大幅提速。2020年，咸宁市新

增债券实现拨付率、使用率双100%，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获省政府督查激

励，2021年在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奖

励额度和债券发行规模、期限等方

面予以倾斜。

改“零售”为“批发”，提升项目建

设效率。针对以往“一对一”零售，挂

网、招标、评审等耗时较长的问题，通

过“批发”的方式，将纳入市政府投资

计划重点项目分成若干个包，通过公

开招标方式一次性提前选定多家中介

服务机构参与项目投资评审工作，待

项目预算编制完成后立即开展评审，

节约了大量招标挂网时间，为后期资

金使用、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奠定了

基础。2020年开展试点，4个总投资

14.08亿元项目，评审时限从90天（含

挂网招标选定中介机构）缩减为30

天；2021年全面铺开，25个总投资额

23.6亿元的重点项目，评审时限合计

缩短超过60天。

打造财政监督加强版
用大绩效推动大落实

支出标准促规范。对30多家单

位前期零基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清

理，详细分析10余万笔具体支出，结

合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要求，将单位

运转类项目固定为日常办公、差旅、常

规宣传、大楼运转、信息系统运维等

10个具体项目，分项目、分单位制定

支出区间标准，预计每年可节约行政

性开支2500万元。同时，在全省率先

编制《咸宁市直部门职能规划项目预

算支出标准（试行）》，拟定《咸宁市直

部门办公楼修缮支出预算标准》，改变

了编制靠估算、匡算的现象，有效解决

了“随意编制、盲目申报、被动买单”的

状况，填补了预算管理的一个薄弱环

节和空白地带，预计每个项目可节约

资金15%，全年预计可节约相关资金

1000余万元。

多方联动强监管。加强与人大、

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联动，形成监督

合力。聘请第三方机构对444个预算

项目进行审查，指出单位不实项目71

个，核减预算需求2216万元；推动财

政监督从查违规向查绩效转变，对低

效、预算执行率不高、本年度不能执

行完毕的项目及时调整、收回。2021

年，咸宁市依法开展重点单位、重点

项目、重点政策等专项检查9项次，查

处违规资金1648.59万元，整改问题

52个，财政监督专业性、权威性进一步

提升；组织专班、行业专家对信息化项

目、市级重点工程进行评审，共审减条

件不成熟重大项目71个2215万元、信

息化项目24个、15099万元。

“五度”挂钩提绩效。建立预算安

排“五度”（预算执行进度、财经纪律的

遵从度、预算调整幅度、绩效好坏程

度、谋划项目力度）挂钩机制，对五度

较差的单位，压减5%~10%运转类经

费、减少项目安排；“五度”好的单位，

在单位运转类经费给予 5%左右机

动。仅预算绩效方面，2021年对202

个部门单位1222个项目预算执行、绩

效目标完成等情况进行监控，涉及项目

金额27.33亿元，调整资金9851.93万

元；对2022年50个新增项目、政策开

展事前绩效评估，核减28个项目、资

金2.01亿元。

打造打造““零基预算零基预算22..00版版””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绩效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绩效

《淦河弯弯》 张桂林 摄

山水园林城市——咸宁

湖北省咸宁市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既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牢了民生底线，
又巩固了财政可持续发展基础

湖北省咸宁市教育局认真学习“双减”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全面开展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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