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发布文号】闽教基〔2008〕31号 
  【发布日期】2008-05-12 
  【生效日期】2008-05-12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福建省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8年中小学招生工作的通知 

 
(闽教基〔2008〕31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 

  日前，我厅下达了2008年全省基础教育及中等职业学校指导性招生计划（闽教发[2008]43号）。

为切实做好2008年中小学（含特教学校、幼儿园）的招生工作，确保基础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现就进一步落实招生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中小学招生工作责任感 

  近年来，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我省基础教育各级各类事业稳步发展，教育质量和效益逐步

提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我省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与东部

发达省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些地方和学校存在着对中小学招生工作组织不力，措施不具体，管

理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巩固提高，也影响了其他各类基础教育事业的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对此，各地要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省正在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着力构建

“两个先行区”，这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和省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认清形势和任务，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抓好基础教育招生工

作，努力推动教育先行，建设人力资源强省。 

  二、明确工作要求，确保各阶段招生任务顺利完成 

  各地要依照我厅下达的招生指导计划，逐级分解招生任务，明确工作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切实

组织好基础教育各阶段招生工作。 

  义务教育阶段招生要深入贯彻《义务教育法》和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工作的意

见》，摸清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底数，掌握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去向，规范招生程序，对包括流动

人口子女在内的年满六周岁的儿童要及时发放入学通知书，并切实做好组织入学工作。对于因身体状

况需要延缓入学或休学的，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学校不得违反规定招收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入

学。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工作，要由小学和初中共同组织实施，密切配合，确保小学毕业生全部按时升

入初中就读。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要切实落实有关“一视同仁”政策，确保流动人口子女

按时入学。加强对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的规范管理，统筹区域内各学校的招生，确保义务教育学生免试

就近入学。 

  幼儿教育重点要抓好农村地区的幼儿入园工作，切实加强乡镇公办中心园建设，鼓励和规范农村

多种形式办园，提高农村幼儿入园率。各地要认真研究农村地区撤点并校及出生率下降后产生的幼儿

入园难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撤点小学的附设学前班继续办园，对于撤点并校空出的农村小学校

园校舍，要优先安排用于幼儿教育。有条件地方，可安排幼儿集中到乡镇中心园入学。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特殊教育要切实摸清三类残疾儿童的底数和残疾状况，鼓励和帮助家长将残疾子女送到特殊学校

接受教育。对于没有举办特教学校的县（市、区），要积极鼓励普通学校设立附设特教班，提高三类

残疾儿童受教育机会。要大力推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切实落实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

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08〕10号）要求，保证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能够就近入

学与其他适龄儿童少年一起接受普通教育。 

  普通高中招生要按照我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8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闽教

职成〔2008〕21号）要求，严格控制普高招生规模，严格执行公办达标高中招收择校生的“三限”政

策和规范普通高中跨设区市的招生行为，确保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的协调发展。 

  三、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的招生工作氛围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中小学招生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

责，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得到有效落实。特别要加强对入学率明显偏低地区和学校招生工作

的督促指导，确保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要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招生宣传工作，特

别是要加大对《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使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免除学杂费、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惠民

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为中小学招生创造良好氛围。 

  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于9月15日前将年度招生完成情况（附表）上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附件：2008年设区市中小学招生完成情况表（略） 

  福建省教育厅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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