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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助函〔2024〕6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在中小学幼儿园
探索建立应急资助制度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各省属中职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重

大要求，进一步落实教育关爱制度化，结合我省学生资助工作实

际，现就在我省中小学（含中职）、幼儿园探索建立应急资助制

度通知如下。

一、明确应急资助内涵。应急资助是指对突然遭遇意外变故、

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陷入生活困境，国家资助暂时无法覆

盖或接受国家资助后，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时

提供的一种临时性资助。我省高校已全面建立应急资助制度，但

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尚未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我省中小学、幼

儿园探索建立应急资助制度是对现行资助政策体系的有效补充。

二、应急资助工作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主动与当地民政、

残联等部门动态对接数据，掌握最新认定的困难家庭信息。各学

校要及时了解学生家庭突发意外情况，对于因家庭遭受自然灾害

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学生，要加大资助力度，酌情减免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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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申请国家资助等，并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关心和帮

助。要加强心理健康辅导、同伴互助支持，引导受灾学生树立信

心、稳定情绪、正常生活、安心学习。要坚持公正救助，会同监

督部门合理制订应急资助工作流程，在保护学生及其家庭隐私的

前提下，坚持程序正义、结果公正。

三、建立入学绿色通道。各地各校要及时了解录取新生的家

庭经济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前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工作预

案。普通高中要在招生录取工作后，及时比对特殊困难学生数据。

对符合免学费条件的新生建立入学“绿色通道”，避免“先收后

退”。对其他有入学困难的学生，允许先行入学，暂缓交纳学费。

入学后，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突发严重困难

家庭、城乡低保家庭、孤儿等特殊困难学生发放校园餐补助和必

要生活用品等，保障安心就学。

四、资金筹措与管理。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民政、慈善、

红十字会等部门的协同，将学生资助政策与各项救助、保障制度

有效衔接，通过整合地方政府资助、募集社会资金等方式筹措经

费，实施应急资助。在全面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基础上，普通高

中、幼儿园要按事业收入足额提取学生资助经费，实施应急资助。

应急资助要坚持及时救助，原则上第一时间关怀、尽快提出申请、

一个月内将资助金发放到位。要坚持适度救助，避免重复救助，

着眼于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摆脱临时困境，既要尽力而为，也要

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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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大靶向宣传力度。各地各校要针对重点人群重点推送

应急资助简介，突出资助与育人并重，帮助学生和家长了解相关

政策，开展人性化无痕资助，消除后顾之忧。根据需要及时开展

电话家访或实地家访，有针对性地做好信息沟通和教育救助。要

及时公布电话号码及受理时段，落实专人负责接听与受理，确保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教师在资助育人重点帮扶方面的工

作量和实践成效，作为职称评定、评比表彰等重要参考，树立资

助育人榜样形象。对应急资助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感人事迹，在尊

重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适度宣传，弘扬大爱，激发社会正能量。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4年 7月 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