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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满足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青龙满族自

治县教育和体育局组织编制了《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教

育专项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本规划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河北省关于教育改革发展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密结合秦皇岛市的教育发展战略和青

龙满族自治县的实际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目标，对 2025-

2035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和系

统部署。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青龙满族自治县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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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河北省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决

策部署，积极响应秦皇岛市教育发展的战略要求，切实解决

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特编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

治县教育专项规划（2025-2035年）》。 

 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DB13(J)/T282-2018）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指标》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建标 156） 

《河北省普通高中学校基本办学标准》（试行） 

《河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冀教基[2011]32

号）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建标 [2002] 102 号） 



 

3 
 

《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建标 [2008] 159 号） 

《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 175-2016）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河北省关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 

《河北省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方案》 

《秦皇岛市学前教育发展行动计划》 

《青龙满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青龙满族自治县关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实施意见》 

《青龙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层次与范围 

本规划范围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范围相协调，包含县域

和中心城区两个层面。县域规划范围为青龙满族自治县行政

辖区，国土面积约 3505.62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

青龙镇行政辖区，主要研究范围为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范

围，面积 13.35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近期至 2027 年，远期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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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学前教育设施、义务教育设施、高中阶段教

育设施、高等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设施。具体包括幼儿园、

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初级中学、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

校、特殊教育学校等。 

 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公平普惠。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

教育需求差异，确保教育设施布局均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加大教育

设施整合力度，保障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在农村偏远地区，

优化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科学布局，精准规划。紧密结合人口变化趋势、城市功

能布局调整，科学预测教育需求，精准规划教育设施。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人口出生率、学龄人口流

动等因素进行分析，合理确定学校的数量、规模和选址。如

及时调整不同学段的学位供给，避免出现学位资源闲置的情

况，逐渐扩大高中阶段学位供给和公办学前教育学位供给，

推动初中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集中。 

资源整合，集约利用。整合现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

育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整体推进全县教育布局调整，

通过合并、整合等方式，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优质学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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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初级中学实行寄宿制，办好必要的家门口的学校。 

绿色环保，安全舒适。在教育设施建设过程中，贯彻绿

色环保理念，采用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打造绿色校

园。同时，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确保学校选址安全可靠，建

筑设计符合抗震、防火等安全标准，完善校园安全设施，为

师生创造安全舒适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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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策略 

 规划目标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宗旨，通过优化城乡教育

设施布局，盘活、用好存量教育资源，明确各类教育设施建

设标准，构建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均衡优质的基础教育发

展格局，打造具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强县、

河北省基础教育发展高地。 

近期目标。建立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统筹

调配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两扩大两集中”（扩大高中

阶段和公办学前教育学位供给，推动初中向县城集中、小学

向乡镇中心集中）工作思路，梯次实施小、散、弱乡村小规

模学校调整，促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2025 年完成第四中学等 19 所学校（幼儿园）布

局调整，土桥岭等 11 个教学点撤并。2026 年完成第六小学

等 33 所学校（幼儿园）布局调整，乱石碴等 20 个教学点撤

并。2027 年完成尖山子小学等 17 所学校布局调整，下白城

子等 19 个教学点撤并。 

远期目标。至 2035 年，建设彰显青龙地域文化特色、层

次完善、特色鲜明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整体打造基础教育发

展高地，推进教育向信息化、现代化、均衡化、小班化发展，

建区域良好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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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策略 

规划采取保留、改扩建、新建、整合撤并四种措施优化

教育设施总体布局。 

现状保留。对现状建设质量较好、生源稳定、办学条件

符合国家和省定标准要求的教育设施，规划给予保留。 

改建扩建。对具有改扩建条件或需求、生源稳定、办学

条件达不到国家和省定标准要求的教育设施，规划适时安排

改扩建。 

规划新建。对城市更新改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导致

片区学位需求增加的情况，规划按照相关规范标准新建相应

教育设施，包括新建、补建以及利用其他非教育建筑改建等。 

整合撤并。对生源流失严重、办学条件较差、规模较小

且没有发展空间的现状教育设施，规划建议与其他学校进行

整合或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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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模预测 

 现状千人指标分析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域现状人口为 43.15 万人，普通高中、

职教中心在校生共 12016 人，初中生 19411 人，小学生 27962

人，截止 2024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高中生千人指标 27.85‰、

初中生千人指标 44.98‰、小学生千人指标 64.80‰。 

 适龄人口入学趋势分析 

结合青龙满族自治县提供的年龄结构数据，2020-2035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小学、初中在校生呈逐年下降趋势，高中

在校生于 2025 年达到峰值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规划千人指标分析 

结合青龙满族自治县“七普”提供的年龄结构数据，综

合分析 2025-2035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在校高中生、初中生、

小学生呈下降趋势，综合确定规划期末高中生（含职教中心）

千人指标 101.74‰；初中生千人指标 33.25‰；小学生千人指

标 58.87‰。至规划期末，高中生（含职教中心）在校生 15000

人；初中生在校生 4600 人，小学生在校生 8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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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青龙满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解读 

 城市性质 

青龙满族自治县是秦皇岛市副城，绿色农业大县，新能

源和加工制造业基地，满族特色山水森林城。 

 规划指标 

人口规模：2020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域现状常住人口规模

为 43.15 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10.94 万人，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确定到 2035 年县域常住人口规模为 43.10 万

人以上，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14 万人。2020 年青龙城镇化

率为 31.52%，到 2035 年城镇化率达到 55%以上。 

空间品质：到 2035 年，中心城区卫生、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 

 镇村体系 

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一般镇（乡）—中心村—基

层村”五级镇村体系。到 2035 年，规划形成 1 个中心城区、

4 个中心镇，19 个一般镇（乡）、38 个中心村和 312 个基层

村。 

 县域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初中。在祖山镇、龙王庙镇、木头凳镇、隔河头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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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镇、大巫岚镇、土门子镇、肖营子镇、娄杖子镇、凉水

河镇设置初中。 

小学。适当撤并农村小学教学点，每个乡镇至少建设 1

所完全小学。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按照一个乡镇一个标准化中心幼儿

园的标准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 

 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规划 

规划教育用地 19处，总面积为 68.06 公顷。 

保留。保留 3 所高中、1 所职业高中、1 所特殊教育学

校、4 所初中、5 所小学、4 所公办幼儿园。 

新建。新建 1 所初中、1 所小学、2 所公办幼儿园。 

改扩建。改扩建 3 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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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区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普通高中布局规划 

规划普通高中 3 所，分别为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二中学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规划

可提供学位总数 9900 个。 

 初中布局规划 

规划初中 5 所，可提供学位总数 9450 个。新建第四初

级中学为全寄宿制学校，规划班数 60 个，班额为 50，学位

3000 个。逸夫学校、满族中学为走读制学校，提供学位 3600

个，阳光学校、金声木铎 2 所民办初中提供学位补充。 

规划第四中学为封闭式寄宿制学校，招收八道河初级中

学、草碾初级中学、马圈子初级中学、大石岭九年一贯制学

校、双庙初级中学 5 所农村初中有意愿进城到第四中学寄宿

就读的学生；满族中学、逸夫学校有住宿需求的学生；县域

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意愿到第四中学寄宿就读的学生。规

划逸夫学校调整为走读制初中学校，剩余学位划拨给高中阶

段使用，实现初中、高中学位动态调整。 

县城满族中学与逸夫学校两所走读制学校东西呼应，并

与第四中学寄宿制协调布局，充分满足县城学生走读与寄宿

的不同需求。同时学校采取单一的走读或寄宿制管理，减少

管理成本，有效提升学校管理效能，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得以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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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布局规划 

规划小学 6 所，学位总数 9500 个。保留现状青龙满族

自治县第一实验小学、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二实验小学、青龙

满族自治县第三实验小学、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青龙

满族自治第五小学。规划新建 1 所小学，为第六小学，占地

面积 1.06 公顷，24 班，45 生/班，新增学位 1080 个，近期分

流第一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远期第一、二、三、

四小学大校额问题均将逐步缓解。 

 幼儿园布局规划 

规划公办幼儿园 6 所。保留现状 4 所，为第一幼儿园、

第二幼儿园、第三幼儿园、第五幼儿园。规划新建幼儿园 2

所，分别为第四幼儿园和第六幼儿园，班数为 6 班，班额为

30 生/班。 

 职教中心布局规划 

规划对现状职教中心进行改扩建，建成后总学位数为

5000 个。 

 特殊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规划保留现状特殊教育学校，对现状学校提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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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镇村教育设施规划 

第一节   乡镇学区划分 

规划全县乡镇学校实行学区制管理，将现有 23 个总校

整合为 9 个学区，分别为隔河头学区、凉水河学区、木头凳

学区、青龙镇学区、肖营子学区、大巫岚学区、双山子学区、

龙山学区、祖山学区。辖 18 所初级中学（含 8 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37 所完全小学、24 个乡镇中心幼儿园。 

第二节   乡镇教育设施布局 

 隔河头学区 

整合隔河头总校和官场总校，下辖隔河头初级中学 1 所，

小学 5 所，中心幼儿园 2 所。 

初级中学：保留隔河头初级中学。 

小学：保留隔河头小学、大森店小学、董杖子小学、官

场小学、界岭小学。 

幼儿园：隔河头中心幼儿园和官场中心幼儿园。 

 凉水河学区 

整合凉水河总校和三拨子总校，下辖初级中学 1 所，完

全小学 4 所，中心幼儿园 2 所。 

初级中学：凉水河中学。 

小学：保留现状凉水河小学、下草碾小学、小马坪小学、

三拨子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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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凉水河中心幼儿园和三拨子中心幼儿园。 

 木头凳学区 

整合木头凳总校和三星口总校，下辖初级中学 2 所，完

全小学 3 所，中心幼儿园 3 所。 

初级中学：木头凳初级中学和三星口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木头凳明德小学、干沟明德小学和山东小学。 

幼儿园：木头凳中心幼儿园、三星口中心幼儿园和干沟

乡中心幼儿园。 

 青龙镇学区 

整合青龙镇总校、马圈子总校和朱杖子总校，下辖初级

中学 2 所，完全小学 5 所，中心幼儿园 3 所。 

初级中学：马圈子九年一贯制学校、双庙九年一贯制学

校。 

小学：为西双山中心小学、拉马沟小学、马圈子中心小

学、张杖子小学、朱杖子小学。 

幼儿园：青龙镇中心幼儿园、马圈子中心幼儿园和朱杖

子中心幼儿园。 

 肖营子学区 

整合肖营子总校和草碾总校，下辖初级中学 2 所，完全

小学 3 所，中心幼儿园 2 所。 

初级中学：肖营子初级中学、草碾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肖营子小学、白家店小学、七道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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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肖营子中心幼儿园和草碾中心幼儿园。 

 大巫岚学区 

整合大巫岚总校、土门子总校和大石岭总校，下辖初级

中学 3 所，完全小学 3 所，中心幼儿园 3 所。 

初级中学：大巫岚初级中学、土门子初级中学、大石岭

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大巫岚小学、土门子小学、西蒿村小学。 

幼儿园：大巫岚中心幼儿园、土门子中心幼儿园、大石

岭中心幼儿园。 

 双山子学区 

整合双山子总校、平方子总校、安子岭总校和茨榆山总

校，下辖初级中学 2 所，完全小学 4 所，中心幼儿园 4 所。 

初级中学：双山子初级中学、安子岭河北远洋希望学校。 

小学：双山子小学、茨榆山小学、平方子小学、干树沟

小学。 

幼儿园：双山子中心幼儿园、平方子中心幼儿园、安子

岭中心幼儿园和茨榆山中心幼儿园。 

 龙山学区 

整合龙山中学、娄杖子总校、八道河总校，下辖初级中

学 2 所，完全小学 4 所，中心幼儿园 2 所。 

初级中学：龙山中学、八道河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娄杖子寄宿制小学、八道河小学、头道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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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厂寄宿制小学。 

幼儿园：娄杖子中心幼儿园、八道河中心幼儿园。 

 祖山学区 

整合祖山总校、龙王庙总校和凤凰山总校，下辖初级中

学 3 所，完全小学 6 所，中心幼儿园 3 所。 

初级中学：祖山兰亭中学、龙王庙初级中学、凤凰山九

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祖山小学、山神庙小学、三间房小学、龙王庙小

学、龙王庙神州数码希望小学、凤凰山天洋希望小学。 

幼儿园：祖山中心幼儿园、龙王庙中心幼儿园和凤凰山

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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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学校建设用地规划控制要求 

 学校选址的地理及环境要求 

新建幼儿园、中小学校选址遵循就近入学原则，应处于

就学区适中位置，就学路线便捷，有合理的就学距离。幼儿

园宜靠近居住小区的绿化地带，应避开主要交通干道、高层

建筑的阴影区等。 

新建中小学校校址应选择在交通方便，阳光充足、空气

流通、场地干燥、排水通畅、地势较高的地段，具备提供市

政基础设施和校内布置运动场地条件。 

校区应避开高层建筑的阴影区，严禁建设在地震、地质

塌裂、暗河、洪涝等自然灾害及人为风险地段和污染超标的

地段。 

 校园规划设计要点 

严禁高压电线、长输燃气管道、输油管道及通航河道穿

越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及

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 

应远离集贸市场、娱乐场所、高压变配电所、殡仪馆、

医院的传染病房及太平间等建筑。与危化品、易燃易爆场所

间的距离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的有

关规定。 

学校周界外 25 米范围内邻里建筑处的噪声级不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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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等现行国家标准有关规定的限值。 

主要教学用房的外墙与铁路路轨的距离不应小于 300 米，

与高速路、地上轨道交通线或城市主干道的距离不应小于 80

米。当距离不足时，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措施。 

学校周边应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与学校毗邻的主干道应

设置适当的安全措施，以保障学生安全跨越。 

 校内体育活动用地设置原则 

高中。18 个教学班以上应当设置 300 米环形跑道田径场

一块；36 个教学班以上应当设置 400 米环形跑道径场一块；

60 个教学班以上应当设置 400 米环形跑道田径场和 200 米

环形跑道田径场各一块。每 8 个教学班应当设置篮球场、排

球场各一个，每所学校应当建设不低于 200 平方米的器械体

操区一个。 

初中。初级中学应当设置 300—400 米环形跑道田径场

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 18 个班及以下应当设置 200 米环形

跑道田径场一个；27 个班及以上应当设置 300—400 米的环

形跑道田径场一个。每 6 个班应当设置一个篮球场或排球场，

每所学校应当建一块不低于 200 平方米的健康快乐园地。 

小学。完全小学 18 个班及以下应当设置 200 米环形跑

道田径场一个；24 个班及以上应当设置 300—400 米环形跑

道田径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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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公共绿地生均要求 

高中绿化用地不低于 4 ㎡/生；初中不低于 1 ㎡/生；小

学和九年一贯制学校不低于 0.5 ㎡/生。 

 校园停车场用地指标要求 

停车场用地包括机动车停车场地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地。 

动车教职工停车泊位中、小学、幼儿园按照 12 泊位/100

教工配建；职教中心按照 15 泊位/100 教工配建；学生接送

临时泊位中学按照 2 泊位/100 学生配建，小学按照 2.4 泊位

/100 学生配建，幼儿园按照 2.4 泊位/100 学生配建。 

非机动车中，职教中心、中学、小学、幼儿园均按照 70

泊位/100 师生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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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规划期限 

近期规划期限为 2025-2027 年。 

 近期规划原则 

坚持尊重客观、就近入学原则。结合人口变化、地理特

征、交通资源、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对具备整合条件的小、

散、弱学校进行调整，确保不因布局调整导致学生失学、辍

学等问题。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中心村、偏远村不同类型、不同特点，

精准分类施策，做到一乡镇一策，一校一案。 

坚持尊重意愿、循序渐进原则。尊重师生、家长的意愿，

对学校撤并、资源整合相对复杂的问题，充分论证，稳妥分

步推进实施。 

坚持合理配置、提高效益原则。优化学校布局，科学配

置师资及设施设备，充分盘活校舍、师资、经费等资源，加

强资产管理，依法依规处置。 

 2025 年教育布局规划 

2025 年完成第四中学等 19 所学校（幼儿园）布局调整，

土桥岭等 11 个教学点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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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城区 

第四中学投入使用。招收八道河初级中学、草碾初级中

学、马圈子初级中学、大石岭一贯制学校、双庙初级中学 5

所农村初中有意愿进城到第四中学寄宿就读的学生；满族中

学、逸夫学校有住宿需求的学生；县域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有意愿到第四中学寄宿就读的学生。逸夫学校调整为走读制

初中学校，剩余学位划拨给高中阶段使用，实现初中、高中

学位动态调整。第四幼儿园（新改建）投入使用。 

2.各乡镇 

茨榆山镇：土桥岭教学点并入茨榆山小学。 

大巫岚镇：于杖子小学调整为教学点，5-6 年级调整到大

巫岚小学；青山口教学点并入大巫岚小学。 

隔河头镇：界岭小学投入使用，草场教学点并入界岭小

学。 

官场乡：八道岭教学点并入官场小学。 

凉水河乡：柳资峪教学点并入凉水河小学。 

娄杖子镇：小鹿沟教学点并入娄杖子寄宿制小学。 

青龙镇：将双庙初级中学调整为一贯制学校，北坎子教

学点、响水沟教学点并入双庙一贯制学校。 

三星口乡：穆杖子教学点并入三星口一贯制学校。 

肖营子镇：城北教学点并入七道河小学。 

朱杖子乡：庙上教学点并入朱杖子明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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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教育布局规划 

2026 年完成第六小学等 33 所学校布局调整，乱石碴等

20 个教学点撤并。 

1.县城 

第六小学投入使用，分流第一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学生；第六幼儿园投入使用。 

2.各乡镇 

八道河镇：将八道河初级中学调整为一贯制学校，牧马

小学教学点、边丈子小学教学点、塔沟小学教学点、沙河小

学教学点 5-6 年级调整到八道河一贯制学校。 

草碾乡：将草碾初级中学调整为一贯制学校，高庄小学

教学点 5-6 年级调整到草碾一贯制学校；东蚂蚁滩教学点并

入草碾一贯制学校。 

茨榆山镇：乱石碴教学点并入尖山子小学；杨台子教学

点、明光教学点、磨盘山教学点并入茨榆山小学。 

大石岭乡：西石岭教学点、榆树沟教学点并入大石岭一

贯制学校。 

隔河头镇：老沟教学点并入樊家店小学教学点。 

娄杖子镇：小山教学点、丁杖子教学点、朴杖子教学点

并入娄杖子寄宿制小学。 

马圈子镇：将马圈子初级中学调整为一贯制学校，孤山

子小学教学点、头道河子小学教学点、三义合教学点、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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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子教学点、沈丈子教学点、兴隆沟教学点、三家教学点、

三十六磙子教学点 3-6 年级调整到马圈子一贯制学校。 

平方子乡：周丈子教学点并入平方子小学。 

青龙镇：谢家岭教学点并入双庙一贯制学校。 

三拨子乡：六柱坪教学点并入三拨子小学。 

三星口乡：望宝盖子教学点并入李台子教学点。 

双山子镇：瓦房教学点、王杖子教学点并入双山子小学。 

土门子镇：炮手堡子教学点并入西蒿村小学；水泉教学

点、李杖子教学点并入土门子小学；恢复桲杖子教学点。 

 2027 年教育布局规划 

2027 年完成尖山子小学等 17 所学校布局调整，下白城

子等 19 个教学点撤并，具体如下。 

茨榆山镇：尖山子小学调整为教学点，5-6 年级调整到茨

榆山小学；下白城子教学点并入茨榆山小学。 

大巫岚镇：核桃沟小学调整为教学点，5-6 年级调整到大

巫岚小学。 

凤凰山乡：孟台子教学点、松木集教学点并入天洋希望

小学。 

凉水河乡：沙岭教学点并入凉水河小学。 

娄杖子镇：前擦岭教学点并入后擦岭教学点。 

平方子乡：陈家屯教学点并入平方子小学。 

三星口乡：谷杖子教学点并入三星口一贯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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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山子镇：曾杖子教学点并入康杖子教学点。 

土门子镇：影壁山教学点、新庄子教学点、小岭沟教学

点并入西蒿村小学。 

肖营子镇：五道河教学点、石城子教学点并入七道河小

学；沙沟教学点并入荒山沟教学点；上抱榆槐教学点并入白

家店小学。 

朱杖子乡：前白枣山教学点并入朱杖子明德小学。 

祖山镇：祖山小学投入使用；祖山兰亭中学小学部调整

到祖山小学，西河教学点、柏树教学点、安门口教学点并入

祖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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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实施保障措施 

 加强领导，健全统筹协调机制 

成立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

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

实施小组，统筹推进全县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实施小组下设

工作专班，工作专班设在教育和体育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落实责任，构建多方联动体系 

建立教育部门牵头，机构编制、发展改革、财政、自然

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切实

履行教育布局调整各项工作职责。各乡镇要成立教育布局调

整工作专班，组织动员村委干部认真做好学生家长的思想工

作，积极推进教育布局调整。 

 优化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事业发展需求；对生源增加确有必要恢复办学的，要按

程序予以恢复。撤并学校的土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应优先保

障当地教育事业需要，未经政府部门同意，不得随意变更用

途。 

 做好宣传，确保规划平稳落实 

各部门、各乡镇要严格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工作程序，

强化正面宣传引导，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细化工作举措，做好舆情应对，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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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城区高中布局规划一览表 

2.城区初中布局规划一览表 

3.城区小学布局规划一览表 

4.城区幼儿园布局规划一览表  

5.镇村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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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城区高中布局规划一览表 

学校类别 
序

号 
性质 

占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班数

（班） 

班额

（生/

班） 

学生

数 

高

中 

青龙满族自治县

第一中学 
1 公办 13.34 98000.00 81 50 4350 

青龙满族自治县

第二中学 
2 公办 5.62 27264.29 62 50 3400 

青龙满族自治县

实验中学 
3 民办 5.73 26842.00 37 50 2150 

合计 4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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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城区初中布局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学校类别 

性

质 

占地面积

（公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班数

（班） 

班额（生

/班） 

学生

数 

1 
青龙满族自治县逸

夫学校 

公

办 
3.48 18040 36 50 1800 

2 
青龙满族自治县满

族中学 

公

办 
2.16 17495 36 50 1800 

3 
青龙满族自治县私

立阳光学校 

民

办 
8.95 38302 36 50 1800 

4 
青龙满族自治县金

声木铎学校 

民

办 
3.67 18985 21 50 1050 

5 规划新建第四中学 
公

办 
5.70 45000 60 50 3000 

 合计      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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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城区小学布局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学校名称 

性

质 

占地面

积（公

顷）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班数

（班） 

班额

（生/

班） 

学生数 备注 

1 

青龙满族自

治县第一实

验小学 

公

办 
1.54 13483.9 36 48 1728 整合 

2 

青龙满族自

治县第二实

验小学 

公

办 
1.34 6069 36 45 1620 整合 

3 

青龙满族自

治县第三实

验小学 

公

办 
3.48 9438.93 36 48 1728 整合 

4 

青龙满族自

治县第四小

学 

公

办 
2.55 11589 36 48 1728 整合 

5 
青龙满族自

治第五小学 

公

办 
1.68 5505 36 45 1620 整合 

6 
规划新建第

六小学 

公

办 
1.06 45000 24 45 1080 

分流第

一实验

小学、

第二实

验小学

学生 

7 合计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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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城区幼儿园布局规划一览表 

学校类别 序号 

占地面

积（公

顷） 

建筑面

积（平

方米） 

班数

（班） 

班额

（生/

班） 

学生

数 

备注 

幼

儿

园 

第一幼儿园 1 0.22  2431.00  9 37 333 保留 
第二幼儿园 2 0.28  2626.00  8 26 208 保留 
第三幼儿园 3 0.24  1151.43  9 29 261 保留 
第五幼儿园 4 0.13  1465.60  6 30 180 保留 

新改建第四幼儿

园 
5 2700.00  1800.00  6 30 180 

新建 

新建第六幼儿园 6 3800.00  2600.00  9 30 270 新建 
合计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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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镇村教育设施布局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学区 乡镇 

序

号 
现状初中 现状小学 规划初中 规划小学 

1 
隔河

头学

区 

隔河头

镇 

1 
隔河头初级

中学（界岭

村） 
隔河头小学 

隔河头初级

中学（界岭

村） 
隔河头小学 

2   大森店小学   大森店小学 
3   董杖子小学   董杖子小学 
4   刘庄小学     
5   界岭小学   界岭小学 

官场乡 6   官场小学   官场小学 

2 
凉水

河学

区 

凉水河

镇 

1 凉水河中学 凉水河小学 凉水河中学 凉水河小学 
2   下草碾小学   下草碾小学 
3   小马坪小学   小马坪小学 

三拨子

乡 
4   

三拨子中心小

学 
  

三拨子中心小

学 

3 
木头

凳学

区 

木头凳

镇 
1 

木头凳初级

中学 
木头凳明德小

学 
木头凳初级

中学 
木头凳明德小

学 
2   山东小学   山东小学 

三星口

乡 
3 

三星口九年

一贯制学校 
  

三星口九年

一贯制学校 
  

干沟乡 4   干沟明德小学   干沟明德小学 

4 
青龙

镇学

区 

青龙镇 1 
青龙镇双庙

一贯制学校 
西双山中心小

学 
青龙镇双庙

一贯制学校 
西双山中心小

学 

马圈子

镇 

2 
马圈子初级

中学 
马圈子镇马圈

子中心小学 
马圈子一贯

制学校 
马圈子中心小

学 

3   
马圈子镇张丈

子小学 
  

马圈子镇张丈

子小学 
朱杖子

乡 
4   

朱丈子乡总校

明德小学 
  

朱丈子乡总校

明德小学 

5 
肖营

子学

区 

肖营子

镇 

1 
肖营子初级

中学 
肖营子镇肖营

子中心小学 
肖营子初级

中学 
肖营子镇肖营

子中心小学 

2   
肖营子镇白家

店小学 
  

肖营子镇白家

店小学 

3   
肖营子镇七道

河小学 
  

肖营子镇七道

河小学 

草碾乡 4 
草碾初级中

学 
  

草碾一贯制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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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区 乡镇 

序

号 
现状初中 现状小学 规划初中 规划小学 

6 
大巫

岚学

区 

大巫岚

镇 

1 
大巫岚初级

中学 
大巫岚小学 

大巫岚初级

中学 
大巫岚小学 

2   
大巫岚镇核桃

沟小学 
    

3   
大巫岚镇大于

丈子小学 
    

大石岭

乡 
4 

大石岭九年

一贯制学校 
  

大石岭九年

一贯制学校

（一部分去

四中） 

  

土门子

镇 

5 
土门子镇初

级中学 
土门子镇土门

子小学 
土门子镇初

级中学 
土门子镇土门

子小学 

6   
土门子镇西蒿

村小学 
  

土门子镇西蒿

村小学 

7 
双山

子学

区 

双山子

镇 
1 

双山子初级

中学 
双山子镇双山

子小学 
双山子初级

中学 
双山子镇双山

子小学 
平方子

乡 
2   

平方子乡平方

子中心小学 
  

平方子中心小

学 
安子岭

乡 
3 

河北远洋希

望学校 
安子岭乡干树

沟小学 
河北远洋希

望学校 
安子岭乡干树

沟小学 

茨榆山

镇 

4   
茨榆山镇茨榆

山小学 
  

茨榆山镇茨榆

山小学 

5   
茨榆山镇尖山

子小学 
    

8 
龙山

学区 

八道河

镇 

1 
八道河镇初

级中学 
八道河镇头道

沟寄宿制小学 
26 八道河镇

一贯制学校 
八道河镇头道

沟寄宿制小学 

2   
八道河镇王厂

寄宿制小学   
  

八道河镇王厂

寄宿制小学   

3   
八道河镇八道

河中心小学 
  

八道河镇八道

河中心小学 
娄杖子

镇 
4 龙山中学 

娄杖子镇娄杖

子中心小学 
龙山中学 

娄杖子镇娄杖

子中心小学 

9 
祖山

学区 

凤凰山

乡 
1 

凤凰山益海

学校 
凤凰山乡天洋

希望小学 
凤凰山一贯

制学校 
凤凰山乡天洋

希望小学 

龙王庙

镇 

2 
龙王庙初级

中学 
龙王庙镇龙王

庙小学 
龙王庙初级

中学 
龙王庙镇龙王

庙小学 

3   

龙王庙镇神州

数码希望小学

（含偏岭石幼

儿园） 

  

龙王庙镇神州

数码希望小学

（含偏岭石幼

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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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区 乡镇 

序

号 
现状初中 现状小学 规划初中 规划小学 

祖山镇 

4 
青龙满族自

治县祖山镇

兰亭中学 

祖山镇三间房

小学 

祖山兰亭中

学一贯制学

校 

祖山镇三间房

小学 

5   
祖山镇山神庙

小学 
  

祖山镇山神庙

小学 
6       祖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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