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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育教教

▶▶▶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
进行，同学们陆续拿到了自己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大学新生而言，在对未来充
满憧憬的同时，大学期间的学费、
生活费等费用也让他们发愁。日
前，记者从乐山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获悉，目前我市在高等教育
阶段已建立起国家奖助学金、国
家助学贷款、校内奖助学金、勤工
助学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体
系，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不
愁，顺利圆梦大学。

为方便广大大学新生及家长
进一步了解相关资助政策，记者
对最新的四川省本科专科学生资
助政策进行了梳理、总结。同时，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也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高考录
取期间电信、网络诈骗时有发生，
而且花样不断翻新。如果收到助
学金、贷款、退款等内容的短信、
电话、微信等，请大家不要轻信，
及时向学校或相关部门咨询沟
通，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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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
的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
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年奖励 6万
名，每生每年8000元，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
荣誉证书。按学年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学
生可在9月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

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
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普通
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
生每年5000元。按学年进行申请，符合条
件的学生可在9月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

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
困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预科、高职、第二
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在校生，平均
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四川省分设
每生每年4500元、3300元和 2100元三个
档次。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元。按学年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学
生可在9月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
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
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
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
位)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在校期
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后的利息
由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负担，并
按约定偿还本金。

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
22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执行。国家助学
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可向户籍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或向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同一学年内，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类型的
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
时间为7月至9月，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
理时间为9月至11月。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
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
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实行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
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
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
金额较高者执行；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学费
减免金额，按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
减免的标准，本专科学生(含高职、第二学士
学位)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超出
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符合条件
的学生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

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艰苦边远
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奖补

四川省省属高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自
愿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连续服务
满3年及以上的，对其实施学费奖补。奖补
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
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确定，每生
每年不超过6000元，奖补年限以毕业生最
后学历的实际学制为准。奖补款项一次性
发放。

部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向就读高校申请，市(州)属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奖补由各地参照
省政策制定执行。外省高校毕业生到四川
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按“谁用人
谁资助”原则，由就业所在地县(市、区)自行
制定政策执行。

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公费师范生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
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师范生，在校期间不用
缴纳学费、住宿费，还可获得生活费补助。
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专业优秀学

生，在入学两年内，可按规定转入公费师范
专业，高校返还学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
助。具体事宜，可向就读高校进行咨询。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
目滋蕙计划(原新生入学资助)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含高职)大一新生，可向毕业高中学校或
户籍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申请办理。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
生一次性补助500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
每生一次性补助1000元。符合条件的学生
可在开学报到前提出申请。

勤工助学

学生在高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
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
条件。申请时间和具体流程，可向就读高校
咨询。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大一新生如暂时
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
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
续。入学后，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学
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
予资助。

校内资助

学校利用从事业收入(民办学校从学费
收入中提取)中提取的资助资金以及企业、
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资金，设立校内奖学
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校内无息
借款、学费减免等资助项目，用于资助学
生。申请时间和具体流程，可向就读高校咨
询。

此外，已享受特别资助的四川户籍原建
档立卡家庭本专科在校学生，继续享受每生
每学年4000元的学费及生活费资助，直到
该学段学业结束。

本报讯（记者 张力）日前，浙江大学国际
校区的大学生暑期实践队伍来到马边彝族
自治县荍坝乡初级中学，开展为期10天的夏
令营活动，在实践中奉献青春力量。

在支教课堂上，志愿者参考浙大国际校
区“国际化”“小班化”的教学模式，设计了包
括民乐、舞蹈、美术、心理健康、体育、科学实
验等丰富课程，帮助学生拓宽视野，丰富暑
期生活。

“教育扶贫”是实践队此次调研的主
题之一。支教之余，志愿者们通过谈心与
采访，为孩子们建立个人档案，记录大家
的想法与困难，并走进部分学生家中进行
家访，专门拍摄制作教育扶贫宣传视频，
让更多的人听见大山孩子们的声音。在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志愿者们通过走访了
解到，当地曾有“贡茶”之誉的特色茶产业
如今正百废待兴，于是大家利用制作 ip宣
传视频以及电商推广的方式，帮助当地茶
品牌增加知名度，并在实践结束后撰写相
关调研报告。

下一步，实践队计划用“大熊猫”和彝
族民族元素设计挂坠、丝巾、冰箱贴等一系
列文创产品，再将文创产品与当地特产贡
茶、水蜜桃、红松茸、香菇干等农产品一起，
采用电商的方式进行宣传，为当地打响知名
度。同时，销售文创产品的所有收入、农副
产品的部分收入将捐赠给当地政府或者学
校，助力改善山区孩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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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网信办获
悉，针对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增多的情
况，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深入清理网上涉诈有
害信息，精准提示潜在受骗群众，从严从重打击
不法分子，维护未成年人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
今年以来，已处置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2万余起。

暑假期间，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监测发现多
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事件。不法分
子经常以加入“明星粉丝QQ群”为诱饵，声称完
成任务可领取礼品或明星签名，诱导未成年人进
行转账或刷单；有的宣称免费赠送游戏装备，再
通过“激活费、认证费、验证费”骗取未成年人钱
财，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网站平台积
极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处置涉诈有害
信息、整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同
时，一些网站平台还存在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
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社交类平台、短视频平台要
落实信息内容管理要求，持续排查处置涉诈信
息、群圈、账号；建立完善账号监测预警机制，及
时发现和处置异常账号，落实账号实名登记制
度；建立完善涉诈举报机制，及时处置和反馈网
民涉诈举报；对现有应用、业务、技术进行安全
评估，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整改。对相关企业未
履行风险控制责任致使群众受骗的，有关部门将
依法追究责任。

两部门严厉打击
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

据新华社北京电（王鹏 李澍田）在教育部近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刘昌亚介绍，十年来，教育部各直属高校累计为
帮扶地区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44.35亿元，帮助
引入企业663个，引入企业实际投资额151.6亿
元，形成了校内外联动的帮扶局面。

刘昌亚介绍，十年来，各直属高校充分发挥
学科、科技、智力和人才优势，逐步探索形成了
应帮扶县所需、尽高校所能的特色帮扶路径。

其中，在教育帮扶方面，援建捐赠、师生支
教、师资培训、结对关爱等成为高校共同行动，
十年来累计培训教师11.64万人次。在产业帮
扶方面，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引入专业力量、促
进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实现帮扶地区农
业产业的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和品牌升值，十年
来累计培训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77.76万人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张琦认为，各直属高校坚持“赋能式”帮
扶，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将扶贫与扶志、扶
智相结合，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人才和智力资
源优势，赋能农村和农民自我发展。

此外，为推动高校深度参与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教育部还于2018年出台了《高等学校乡村振
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介
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高校在农业农村领域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奖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0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6项。各高校还围绕现代
农业提质增效的重大需求，围绕关键技术、成套
装备研发应用，在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气候智
慧型农业等领域科技支撑成效显著。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深入挖掘可复制可
推广的典型做法，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
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雷朝滋说。

教育部直属高校十年累计为帮扶地区
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44.3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