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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14年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梅河口、公主岭市教育

局信息中心，各县（市、区）教育局信息中心，各高等院校

（网络）信息中心： 

    按照省教育厅2014年工作的总体要求，经认真研究，省

教育信息中心组织制定了《2014年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

要点》，现印发给你们。望结合实际，积极部署开展好本地、

本校工作，勇于创新，为推动我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又好

又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附：2014年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要点 

 

                      

                       吉林省教育信息中心 

                          2014年1月21日  



 

附件： 

2014年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要点 
  

    2014年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

定，围绕省教育厅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增强为基层服务的宗

旨意识。积极推动我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做出应有贡献。 

一、加强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技术服务 

按照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总体要求，着力抓

好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技术支持服务，夯实教

育管理信息化工作基础。 

    1.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三网合一”建设的有关要求，

全面规划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省级教育数据中

心建设，在教育管理中发挥效益。 

    2.按照“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总体要求，全面

建成省级教育数据中心。全面完成全省教师信息,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阶段学生信息，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学

校信息的采集、入库。有计划地建设和部署、推广各类教育

管理信息系统，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3.制定全省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的互联网带

宽接入标准，力争统一协调宽带接入资费标准，有效推动“宽



带网络校校通”工作进展。 

    4.协助省电化教育馆建设省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资源制作与应用试点工作。2014年全面打通资源平台与

学校的对接，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对省、市、县服务平台

进行绩效考核评价，开展优质教育资源测评、评优工作。 

    5.协调省电化教育馆等相关信息化部门，整合资源，推

进全省“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工作，努力探索网络空间学

习新模式，总结经验、推广应用。 

    6.建立技术支持体系和有效联动机制，组织开展网上技

术资讯服务，指导全省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级各类学校做

好信息化服务工作。 

二、完善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管理、应用体系 

7.构建全省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管理与应用体系，制

定各类规章制度、标准、评价体系。通过调研、研讨与培训，

开展教育管理信息化队伍建设，强化教育信息化安全监管、

信息宣传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 

8.积极探索教育信息化公益服务与定制服务相结合的

市场机制建设，积极引导教育信息消费。 

三、认真抓好电子政务建设与应用 

9.以创新行政管理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和便民服务为目

标，进一步推进电子政务资源整合。健全电子政务数据交换

能力、服务范围和运行管理机制。加快电子政务服务体系建



设，以“吉林省教育政务网”为枢纽，加强网上政民互动和

政务信息公开，完善网上政务服务流程，保障可靠运维和安

全。 

四、推进以吉林省教育信息网为核心的教育网站建设 

10.进一步做好全省的教育信息采集、编审、发布工作。

实时、及时、适时、准确地发布教育信息，传递教育声音。 

11.以教育民生为重点，加强各类网站建设管理，提升

各类教育门户网站公信力、增强其社会服务能力。继续增强

网站内容的全面性、规范性、及时性。 

12.继续提高“吉林省教育社区”教师网络学习空间的

建设水平，在平稳推进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至职业教育和高

等教育，为广大师生交流、分享、沟通、反思、表达、传承

等活动提供在线和空间环境支持。 

13.继续推进教育行业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加强网站

监管，促进教育网站科学健康发展。 

五、进一步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 

14.与有关部门共同建立教育信息安全联席会议制度，

促进全省教育信息安全工作协调一致。建立信息安全与信息

系统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机制。建立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加强各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强化信息安全人才培

训，完善信息安全上报制度。建设信息安全应急指挥管理平

台，为重要信息系统和各类重大活动提供应急技术支撑。 



15.进一步细化和加强教育网站前置审批和专项内容管

理工作。 

六、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应对新机遇新挑战 

16.完成省级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与所有市、县（市、

区）公共服务平台的完全对接，实现管理云化。完成省级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与各地市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实

现资源池化。 

17.开展移动互联终端设备的开发及在教育教学中应用

的试点工作，探讨基于移动互联网下的移动式学习、个性化

学习及可持续发展。 

18.启动教育大数据的研究与数据分析挖掘工作，以科

学、精准、专业的算法让教育数据“开口讲话”，为教育改

革发展提供高端信息化服务。 

七、组织开展提升信息化能力的各类赛事活动 

    19.组织开展全省各级各类教学课件大赛、微课程教学

视频征集活动，提升教育教学信息化水平和应用能力。组织

各地、各单位参加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举办的各类国家

级赛事活动。 

    八、强化教育信息化课题研究的水平和应用辐射力 

    20.与相关部门协调，认真做好教育信息化相关课题的

申报、立项、评估和推广应用等工作，以课题研究推进教育

管理信息化工作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