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2025年，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教育普及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夯实，农

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帮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缩

小，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乡村教育振兴和教
育振兴乡村的良性循环基本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建设新

时代壮美广西、谱写广西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巩固拓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成果
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扎实做好辍学学生劝返工作，确保除身体原因不

具备学习条件外脱贫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巩固拓展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成果
乡村学校规划布局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进一步完善，校园环境进一步提

升。

巩固拓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果
乡村教师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水平明显提升，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

巩固拓展推普脱贫行动成果
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乡村普通话普及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



精准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加强与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的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完善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
定享受资助。

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升供餐质量，提高农村

学生健康水平。

加强农村儿童教育关爱工作
健全完善农村儿童教育关爱机制，加大对脱贫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帮助农村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持续做好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
帮扶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延续完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



建立健全乡村和脱贫地区重点帮扶机制

扩大乡村学前教育优质资源
大力发展乡村学前教育，扩大乡村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提高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推进县域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
提升县域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高中教育合理科学发展。

实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能力。



继续实施专项招生计划
让更多农村、脱贫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得到更多学习机会，更好促进教

育公平。

加强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加快补齐乡村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乡村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

全面普及，为乡村学校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提升乡村学校信息化
能力和水平。

实施边境地区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提升边境地区乡村办学水平，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效突出、教育教

学质量优良、校园文化特色明显的乡村教育示范学校。



健全完善教育系统对口帮扶机制

继续推进市县学校结对帮扶工作
巩固结对帮扶工作成果，继续落实市县乡三级结对帮扶工作机制，进一

步提高结对帮扶成效。

提升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能力
发挥高校优势资源，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更高层次人才，引导高校人才

和科技创新主动服务、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要及时做好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

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工作力量、组织保障、规划实施、项目建设、
要素保障方面的有机结合，全力推动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

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投入保障
聚焦支持脱贫地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适当向国家

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将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纳入教育“十四五”规划。



发挥教育督导作用，把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纳入脱贫地区乡村振
兴实绩考核范围，同时把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
实情况纳入对市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范围。

强化考核评估

鼓励社会参与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在全社会营造共同推进振兴乡村教育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