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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 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残联：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教育

条例》，解决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招生入学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切实

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推动实现《河南省第二

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提出的“到 2020 年，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5%以上”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相关目标，现就做好 2020 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工作通知如下。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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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统筹安排 

2020 年是实施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截止之年。全面普及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是推动教育公

平的重要举措。我省残疾儿童少年数量多，保障难度大，矛盾突

出。各地要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加强统筹安排和调查研究，

认真查找解决制约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优化措施方案，加大投入，努力提升特殊教育办学水平

和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整体水平，为残疾孩子提供适宜的教育，确

保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全覆盖。 

二、认真核实，规范评估 

人员信息准确是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基础。县级残联配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利用系统平台认真

核实比对本地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基础数据，切实摸清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未入学底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

织县（市、区）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按照规范的程序，对未

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进行评估认定，提出

入学（送教）安置建议。确保建档立卡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应读

尽读。 

三、一人一案，分类施教 

落实“一人一案”、分类施教，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

要求，逐一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建立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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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台账，由就读（送教）学校为学生建立学籍，纳入中小学生

学籍系统统一管理。对未办理残疾证的，要以事实残疾为依据，

纳入义务教育保障范围。根据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入学

（送教）安置建议，科学合理安置就读。 

（一）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优先安排能够适应普通学校教育

的中轻度视力、听力、言语、肢体（含脑瘫）、智力（含孤独症）、

多重残疾及其他残疾类型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或者到

指定的具备随班就读条件的普通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学习和

生活上需要特别支持的残疾学生，可优先安排到辖区内有资源教

室的学校就读，并提供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支持和服务。 

（二）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对于不能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

中重度视力、听力、言语、智力（含脑瘫）、自闭症、多重残疾及

其他残疾类型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要尽量安排到特殊教育学校

或附设特教班就读，没有特殊教育学校或特教班的县（市、区），

由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三）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对于需专人护理、不能到普通学

校随班就读或特殊教育学校（特教班）就读的各类重度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残联等部门，通过送教进社区、

进儿童福利机构、进康复机构、进家庭等方式，共同为学生提供

规范、有效的康复训练、教育指导等服务。送教到康复机构的，

要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中小学校与康复中心建立结对帮扶送教机

制。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实施义务教育，确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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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一人。原则上每月送教不少于 2次，每次 3 个课时，并建立送

教档案。 

（四）不应安置的人员。对于因重度智障、重度残疾导致丧

失自理能力、认知识别能力和学习能力且经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

会评估认定为不具备接受教育基本能力的，可以纳入不应安置人

员范围。应当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

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批准，从严控制，并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不应安置人员的备案工作，建立从评估认定、申请、审批等环

节的档案。严禁随意将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纳入不应安置

人员范围，一经发现，严肃追责。同时，对于不符合不应安置条

件的，但确因身体原因需要缓学、休学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提出申请，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建

立缓学、休学台账。 

四、加强保障，强化督导 

1.完善工作机制。各地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教育

行政部门和残联系统定期沟通、协调联动、信息数据共享互认的

长效工作机制。根据本地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招生时间表，确

定相对固定的会商时间，核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基本信息，

研究解决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中的问题，共

同动员学校、残疾儿童少年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依法保障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并就残疾儿童少年家长普遍关心的

问题做好答疑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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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保障措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做好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法定职责，在当地政府的统筹领

导下，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普

通学校资源教室建设，完善设施设备，建强师资队伍，落实经费

标准，为残疾学生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和专业服务，为他们学习、

康复和生活辅导提供全方位支持，增强残疾学生终身学习和融入

社会的能力。省级以上专项资金支持建设的项目和各地自行规划

的项目列入提升计划实施周期认定验收和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 

3.加大工作力度。各地教育部门、残联系统要加大对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教育安置方式、残疾学生资助政策的

宣传力度。针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残疾类别和残疾程度，制定

具体的实施方案，细化招生流程，合理确定招生范围，与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招生工作结束后，各级要在系统平台如实填写录入残疾儿童少年

招生入学信息数据，严禁弄虚作假，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4.强化督导问责。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要加强督促落

实，省教育厅将适时组织督导检查，对因工作不力，执行特殊教

育政策规定或条件保障不到位，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不到 95%的，将视情约谈相关责任人，并与专项资金拨付和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挂钩。 

2020 年度招生入学工作结束后，各地要对本地做好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形成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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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填报《2020 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情况汇总

表》（见附件），经两部门会签后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将纸质盖

章版和电子版分别报至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省残联教就部。 

联系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王  璇 

电  话：0371-69691881 

邮  箱：wang103121@163.com 

联系人：省残联教就部  楚炜炜 

电  话：0371-60856659 

邮  箱：hncljjb@163.com 

 

附件：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情况汇总表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 南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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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0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安置情况汇总表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盖章）：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残联（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市县(区) 

适龄

残疾

儿童

少年 

总数 

(人) 

已入学人数（人） 

缓学

人数 

(人) 

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数（人） 

入学

率 

（%） 

备注 小

计 

特教 

学校 

普通

学校

随班

就读 

普通

学校

特教

班就

读 

送教

上门 
其他 

其中，2020年义务教育安置人数 

小

计 

视

力

残

疾 

听

力

残

疾 

智

力

残

疾 

肢

体

残

疾 

言

语

残

疾 

精

神

残

疾 

多

重

残

疾 

小

计 

特

教 

学

校

就

读 

普通

学校

随班

就读 

普通

学校

特教

班就

读 

送教 

上门 

其

他 

XX市 

XX县                         

XX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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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0 年 6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