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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０９〕89 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９年７月７日 

吉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为了全面、彻底消除校舍安全隐患，保证广大师生生命安全，按照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

０９〕３４号）要求，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与主要任务 

  实施目标：在全省中小学开展抗震加固、提高综合防灾能力建设，使学校

校舍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并符合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

塌陷和洪水、台风、火灾、雷击等灾害的防灾避险安全要求。 

  主要任务：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用３年时间，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对国家

地震局所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地震基本烈度七度以上的长春市南关

区、宽城区、朝阳区、二道区、绿园区、双阳区、农安县、九台市、榆树市、



德惠市，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船营区、丰满区、永吉县、舒兰市，四平市

伊通县、公主岭市，松原市宁江区、前郭县、乾安县、扶余县，白城市洮北

区、镇赉县、大安市，延边州延吉市、龙井市、汪清县、安图县共２９个区

县，通过全面排查鉴定，对中小学校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加固改造或重

建，使其达到当地重点类抗震设防标准；其他地区集中重建整体出现险情的Ｄ

级危房，改造加固局部出现险情的Ｃ级危房，消除安全隐患；对全省洪涝灾害

易发地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中小学存在安全隐患的校

舍进行迁移避险，提高综合防灾能力。 

  二、实施范围和主要环节 

  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以下简称校舍安全工程）覆盖全省城市和农

村、公立和民办、教育系统和非教育系统的所有中小学校。 

  （一）对中小学校舍进行全面排查鉴定。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根据即

将出台的 《吉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工作指导方案》和 《吉林省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技术指南》，对全省每一所中小学校、每一栋校

舍的安全状况，毫无遗漏地进行排查鉴定，形成鉴定报告，建立覆盖全省每所

学校的校舍安全档案。市、县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地区中小学

校舍排查鉴定工作具体实施方案，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前完成本地区所有

中小学校舍排查鉴定任务。２００８年５月以后已排查并形成鉴定报告的校

舍，可不再重新鉴定。 

  （二）科学制定校舍安全工程实施规划和方案。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排查鉴

定结果，本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原则，结合中小学布局结构调

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等专项工程，科学制定校

舍安全工程总体规划。校舍安全工程总体规划要区别情况，分类对待。对全省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七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区，按照抗震设防要求，重点制定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项目规划；其他地区，重点制定中小学校舍出现险情的Ｄ

级危房整体重建规划和改造加固局部出现险情的Ｃ级危房改造加固规划。全省

洪涝灾害易发地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按照地质灾害区

域分布与最新的地质环境变化情况和校舍地质灾害危险评估的技术指导，最新 

的水情、汛情相关信息和校舍防汛应对措施及意见，校舍场址地震安全性评估

和新建、加固改造校舍的抗震设防要求，重点制定中小学校舍校址迁移规划。

要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前完成全省所有中小学校舍整体加固、改造规划制订工

作。 

  三、资金安排和管理 

  按照国务院的文件规定，校舍工程资金安排实行省级统筹、市县负责、中

央财政补助的原则。全省安全工程资金地方负责筹措落实部分，省级和市、县

级按比例５∶５分担。省财政厅要及时制定各级政府投入资金的分担机制和落

实办法，整合与校舍安全工程有关的其他资金。省财政厅２００９年通过使用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积极筹措安排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明后两年将省级财政负担



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省发展改革委要把校舍安全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积极争取国家专项投资。另外，省民政厅要通过慈善总会向社会募捐

等方式，筹措部分资金，用于校舍安全工程项目支出。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

经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分担解决，省级和市、县级按比例５∶５分

担。同时，鼓励排查鉴定机构在排查鉴定收费方面给予优惠。各地要及时、足

额落实本级政府应承担的投入资金，列入当地年度财政预算，确保资金落实到

位。 

  中央投入校舍安全工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七度以上

高烈度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省级投入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校舍安全工程任

务较重的地区集中使用，优先解决突出问题。民办、外资、企 （事）业办中小

学的校舍安全改造资金，由投资方和本单位负责，当地政府给予指导、支持并

实施监管。鼓励社会各界捐资捐物，支持校舍安全工程。 

  省、市、县三级要设立校舍安全工程资金专用账户，对专项资金实行专账

核算、集中支付、封闭运行。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校舍安全工程总体规划和

年度计划，实行项目管理，统筹安排资金，突出重点，集中投入。校舍安全工

程专项资金由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资金专户管理，按照工程进度及质量

要求拨付资金。 

  审计和监察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工程专项资金的监督、检

查，严肃查处挤占、挪用、截留或减少本地政府投入、套取中央专项资金的行
为。加强对校舍安全工程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严禁收取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自立项目、超标准收费等乱收费行为要依法查

处。建立校舍安全工程资金监督检查和资金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将资金的拨

付、使用和管理列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建立校舍安全工程专项审计制度，项目
学校单体建筑完工后要组织符合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在交付使用前

必须提交审计报告。 

  各级政府部门要制定扶持工程建设的优惠政策，校舍安全工程建设中涉及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应全部予以免收。涉及经营性收费，应在服务

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予以减、免、缓，具体比例由各级人民政府确定。企业以

免费服务的形式，通过符合税法规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基金会或者县级 （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向校舍安全工程捐赠的资金，按

照税法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四、工程进度和建设质量 

  按照国家提出的校舍安全工程整体实施方案，对全省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

的校舍进行加固、改造或重建。２００９年完成总量的３０％，２０１０年完

成总量的６０％，２０１１年完成总量的１０％。市、县级人民政府要合理安

排工程进度，实施倒计时管理，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周密组织，严格按进

度要求推动工程实施，确保校舍安全工程实施进度与建设质量，使安全校舍尽

早投入使用。 



  校舍安全工程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管理，做好立项和可行性

研究等项目前期工作，不得随意简化工作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

的原则，建设、鉴定、检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均必须严格执行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和

行业标准、规范，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

制。有关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均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或资格。实施校舍安全工程

的建设单位和鉴定、检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要严格

遵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全面落实质量责任。施工图审查单位要严格按照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校舍加固改造或新建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 

  五、工作机制和责任分工 

  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行省政府统一领导，市、县级政府负责实施，

充分发挥专业部门作用的领导和管理体制。 

  省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吉林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

组，统一组织和协调全省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教育

厅，办公室下设规划及工程实施办公室、排查鉴定办公室、资金管理办公室、

监督检查办公室、项目办公室共五个专项办公室。市、县级人民政府也要根据

本地区实际，建立相应工作机构。省、市、县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经费要 

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校舍安全工程的具体实施，对本地校舍安全负总

责，主要负责人负直接责任。其中，各市 （州）人民政府负责对所辖地区校舍

安全工程进行统筹规划、组织调度和指导监督，并负责所辖市区校舍安全工程

的具体组织实施。各市（州）人民政府要统筹考虑辖区内各县 （市）的经济实

力以及鉴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技术力量，指导、帮助各县（市）开

展校舍安全排查鉴定工作，指导、审核各县 （市）制定的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规

划和项目文本，及时、足额落实本级政府应承担的项目资金，监督专项资金管

理和使用情况，检查、督促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各县 （市）人民政府要在上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全面负责校舍安全工程的实施和管理，组织对辖 

区内校舍进行逐一排查、鉴定，建立健全本地中小学校舍数据库和安全档案。

制定本地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制定本地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规划、年度计划和

项目改造方案。及时、足额落实本级政府应承担的项目资金，设立资金专户，
按照工程进度及时拨付。按有关规定减免建设收费，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项目

前期论证、招投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办理基建财务决算

等环节工作。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项目学校管理人员的培训，保证

校舍安全工程项目进度和质量，保证校舍安全工程建设用地。妥善处理好项目

建设期间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问题，保证师生安全，保证项目学校正常运转所

需经费，加强项目学校管理，定期向上级报告工程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