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将成立由部内相关司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国家督学、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等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加强对各地招生入学工作
全过程监管和工作指导。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招生期间问题频发、舆情较多地区和学校的指导，对违规招生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教育部将适时开展专项行动调研和全国范围跨省交叉互检，通报违规行为和查处情况。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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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尖招生”
“暗箱操作”

教育部首次开展专项行动整治

4月11日，教育部发布通知，将开展2024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这是教育部首次以专项行动的方式，对全国义务教育招生作出全面系统的工作部署。全面排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整治

“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

聚焦五项重点任务

学校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学合理，新建学校招生范围和新建小区
对口学校划分工作机制是否完善，是否制定明确的民转公学校划片招生
政策或过渡期政策；

省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附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全面
纳入属地招生管理、实行统一招生政策；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外语艺术体育类办学特色学校的特殊类型
招生政策是否经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出台或审批、备案；

高层次人才等特殊群体子女教育优待政策是否有明确的实施依据、
范围、要求和程序；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是否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
招生，电脑随机录取程序是否规范。

1 优化招生入学政策措施

中小学——
是否将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文化课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

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
是否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资助学款”“共建费”等；
是否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签订录取承诺书等不正

当手段招揽生源；
是否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

测试面试等；
是否存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行为；
是否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以此名义掐尖招生。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是否违规跨区域招生，以借读、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并进行乱收

费。

2 严格规范招生行为

3 强化招生信息公开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是否使用统一的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引导未建设招生入学平台的县

（市、区）使用省、市自建招生系统或全国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阳光招生
子系统，逐步实现报名、材料审核和录取一网通办；

是否推动逐步实现区域内户籍、房产、居住证、社保等入学相关信息
互通共享，利用信息化手段自动比对审核入学证明材料；

是否规范信息采集，加强学生及家长信息保护，严格按照学籍信息采集
表内容采集信息，防止通过各类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4 优化招生入学流程

是否健全和落实控辍保学长效机制，落实义务教育各方法定责任，及
时更新全国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控辍保学台账中疑似辍学和辍学学生
信息并加强劝返复学工作；

是否全面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精简入学证明材料，巩固并稳步提
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是否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
是否建立本地农村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等群体的入学工作台账，健全与公安、民政等部门信息共享制度。

5 保障特殊群体入学

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是否提前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公布辖区内每所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政策、划片范围、报名条件、招生程序等群众关心的重要信息；
是否建立响应机制，指导区域内热点中小学校对社会和家长关心关

注的问题及时予以回应、面向公众公开声明；
是否建立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并向社会公布，畅通政策咨询、举报申

诉等渠道。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