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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作为“精准资助”的特殊群体,是国家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之一。文章以“精”和“准”对高校“精准资

助”的实质和特征进行分析,针对高校精准资助存在重任务轻需求,重物质轻智力,重投入轻发展等问题进行探析,从高校领导重视学生资助工作,

构建学生资助部门机制,有效开展精准资助方面的工作兵对路径进行深入探析。 

[关键词] 高校；精准资助；路径探析 

 

习近平指出：“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

掉‘穷根子’。”
①
扶贫的“药方子”则是“精准”,高校资助将“精”和“准”

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方向标,从物资、思想和法治等层面,将“立志”“扶

智”“立心”与扶贫相结合,从“精”“准”的角度做好高校资助扶贫工作。 

1 高校精准扶贫的内涵 

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60多次赴全国

各地考察,走遍中国16个贫困片区,以“躬行”“力行”将脱贫落实到实处,

从资助对象、形式和管理等方面精准帮扶。高校在践行脱贫资助帮扶从

“精”“准”两方面着手,做好学生资助脱贫工作。 

1.1高校“精准扶贫”的涵义 

习近平指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治本之策。”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是教育,发展教育脱贫是高校精准扶贫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校精准资助脱贫以“精”和“准”出发做好经济贫困生发

资助工作。首先,“精”是高校扶贫资助工作“精细”“精心”“精干”。“精

细”是高校对扶贫资助工作做到精明细心,如建卡贫困户、低保、五保户、

残疾人等家庭经济贫困生,根据材料和实际考察细化贫困等级,在物资和

资金上给予帮扶。“精心”是高校对待扶贫工作精心和用心,用一颗“爱心”

理解和尊重贫困学生,使贫困生感到国家、社会和教师的“爱”。“精干”

是高校对资助精准管理,了解帮扶贫困对象的动向,做到精准管理。其次,

“准”是高校扶贫工作做到“准确”“准点”“准据”。“准确”是高校扶

贫管理准确无误,知道钱物去向,使扶贫真落实。“准点”是高校对贫困

生的地源和资助发放时段了解,通过时间和地点的了解,使资助落实到

实处。“准据”是高校了解国家扶贫规章制度,使贫困资助做到有法可依,

有理可论。 

高校资助以“精”和“准”为基本,做到精准识别和精准管理受资助

学生,使资助学生一个都不少,不受资助学生一个都没有,使扶贫款落到实

处,做到真资助。 

1.2高校精准扶贫的特征 

高校将“智”“技”“能”运用到扶贫资助工作中,将资助对象、资助

模式和资助管理三者相结合,帮扶经济困难学生“立志”“力智”“立心”,

使经济困难学生不仅经济上脱贫,还从思想上脱贫。 

资助对象精准。资助对象即是高校经济困难的学生。高校针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一方面制定出一套科学、有效的标准的识别标准,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身份做到精准识别。另一方面高校还准确掌握受助经济困难学

生的信息,使资助金额的准确的落地,避免学生应贫困而失学。高校除金钱

和物资帮扶经济困难学生外,还进行“立志”的培育,使受助学生通“立志”

通过勤学,掌握本领脱贫。 

资助模式精准。高校资助模式以直接和间接帮扶为主。直接资助是高

校以物资和金钱帮扶困难学生。间接帮扶是高校一方面在校园内为贫困大

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另一方面高校与企业、公益机构和地方政府等合

作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假期勤工俭学的机会,将“智”与脱贫相结合,使经济

困难学生树立以学启智和以学扶贫的脱贫理念,正真做到“力智”脱贫。 

资助管理精准。资助管理是高校对经济困难学生设立相应的资助管理

部门,从经济困难学生的信息动态、资金发放标准和事物权限的管理等方

面做到精准管理。高校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家庭信息、家庭贫困原因和

贫困变化等动态等录入高校贫困信息系统,加强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化管理

的精准。高校资助管理部门根据经济困难学生的等级,给予经济困难学生

相应的资助补贴,使资助金额精准的发放给相应的学生,将资助帮扶落到

实地,帮扶正真经济贫困的学生。高校对资助的程序和信息公示的及时性

进行跟踪管理,做到管理精准化。 

2 高校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高校通过资助对象、资助模式和资助管理的“精”和“准”管理取得

显著成绩的同时,由于高校在资助工作中存在重任务轻需求、重物质轻智

力、重投入轻发展等问题,不利于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开展。 

2.1重政策轻实践 

高校精准资助作为国家全面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梦”实现

的关键因素。高校落实精准脱贫,对困难生资助作为政治任务抓,未从高校

育人出发点引导学生脱贫,导致高校资助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扶贫资助为

政治任务。高校资助作为国家全面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将精准资助

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从“政绩”层面做资助工作,不是发自内心做资助工作,

导致资助工作不“细致”“小心”“务实”。其次,高校资助帮扶不接地气。

高校资助部门相应的老师一般为高学历的研究生或者博士,拥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却无农村和社区经济困难家庭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能将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滋生高校重政策轻实践的资助行为。 

2.2重物质轻智力 

高校扶贫资助丢弃智力帮扶的根本,对经济困难学生以金钱和物资资

助帮扶为主体,未能将高校的优势用于脱贫。首先,以金钱和物资帮扶。高

校精准帮扶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电脑设备、衣物捐赠、资金给予等形式帮扶,

没有从知识层面树立脱贫思想。其次,未树立以智能帮扶。高校优势在于

拥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从知识和智力层面帮扶经济困难学生

学生知识和技能。高校由于迫切解决经济困难学生脱贫,采取资金和物资

帮扶,未将知识和技能与扶贫资助相结合,高校重物资轻智力的帮扶经济

困难学不能从根本上使学生脱贫。 

2.3重投入轻扶志 

高校精准扶贫重资轻“志”。首先,重资金的帮扶。高校以奖(奖学金)、

助(助学金)、贷(生源贷款)、补(困难补贴)等形式精准帮扶经济困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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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学业,高校以金钱脱贫的“输血”模式进行脱贫,缺乏“造血”功

能,导致经济困难学生“等”“靠”“要”惰性思想的蔓延,从而缺乏对社会

的责任意识和感恩思想。其次,轻志的培养。习近平寄望青年学生“要励

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高校经济困难学生也应“立鸿鹄志”,将脱贫与

实现“中国梦”相结合。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在接受资金帮扶后,产生惰性

思维,不愿通过学习和劳动脱贫,想以“等”“靠”“要”等思想脱贫。 

3 高校精准资助的路径 

高校资助存在重任务轻需求、重物质轻智力、重投入轻发展等问题,

不利于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开展。高校领导应重视学生资助,构建资助协

调机制,长效开展资助工作,帮扶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正常的学习。 

3.1领导的重视是精准扶贫的前提 

高校领导了解国家“扶贫政策”的相关政策,将资助政策与资助工作

相结合,构建资助协调机制,落实好资助工作。首先,高校发挥党委的政治

核心作用。高校学生精准资助是国家2020年全面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校将学生脱贫帮扶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传达资助的政策,实地调研走访经

济困难学生,了解经济困难学生真实想法,推动资助工作的有效推进。其次,

构建资助协调机制。高校领导构建协调机制,掌握学校资助动态,落实学生

资助工作。第一,构建资助团队。高校领导整合资源,设立专门资助管理部

门和专业资助团队,使学校掌握受资助学生的情况,推动精准帮扶的有效

运行。第二,掌握资助动态。学校定期召开校委会、党委会、学工会等听

取资助部门的汇报工作,了解高校精准资助工作的动态,部署精准资助的

相关事情。第三,落实资助政策。高校领导将精准资助作为专题研究课题,

定期派遣资助教师走访经济困难学生家庭,了解经济困难学生家庭贫困的

根源,为国家全面脱贫做好数据和理论研究的支撑,使精准资助帮扶措施

得到落实。 

3.2长效帮扶是精准资助的基础 

孔子曰：“仁者,爱人。”“仁”政思想的核心即对人民的爱。高校对经

济困难学生的帮扶不仅是国家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更需要高校为国家培

养立志、力智和大爱的经济困难学生,使受助学生在物资和精神层面真脱

贫。首先,扶贫先立志。习近平强调,青年“只有先立志、立远志、立正志,

才能端正态度、建立自信、弘扬正气,真正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②
高校帮扶经济困难学生“立志”,改变以“等靠要”错误观念脱贫的思想,

让经济困难学生意识到贫穷不是错,通过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以勤劳致富

的脱贫。因此,高校对经济困难生的帮扶摆脱以资金输血的单一形式帮扶,

要加大政策宣传,拓宽帮扶途径,使受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以“智”脱

贫。其次,扶贫先扶智。习近平指出“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

业育,掌教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
①
高校教导经济

困难学生掌握“博”而“精”知识,培养有大智、大能、学识和过硬本领

的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知识才脱贫,将“输血”脱贫模式改为“造血”脱贫,

发挥高校“智蘘团”育人才智的脱贫理念。再次,扶贫先立心。“心”是高

校教师通过细心、耐心和爱心,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一是高校教师用“心”

关心、理解、尊重受助学生,让受助学生感到社会的爱,使学生对国家和社

会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再愿意为国家的发展奉献自我。另一方面,高校教师

用“心”对待资助工作,通过“细心”和“耐心”做好学生精准资助材料

的审核和管理工作,落实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脱贫。 

3.3健全机制是精准扶贫的保障 

高校健全的资助管理机制便于对资助的管理和落实,这需要资助信息

的公开性,监督机制的完善性,投诉机制的公正性。首先,信息的公开性。

高校学生资助以学生为主体,在辅导员、班主任和相应资助老师的参与下

进行评测,资助金申请的学生采取回避原则,评审小组根据申请佐证材料、

平时消费情况,以投票确定贫困等级,对贫困等级评审写明原因,避免拉票

或偏向性行为,导致申请助学金的不公正。其次,完善投诉机制。助学金的

申请和等级公示是资助评定公正的重要环节,助学金申请和助学金等级通

过院系报刊栏张贴,班级QQ、微信和钉钉群等途径公示,对评议小组成员的

监督,避免暗箱操作,展现资助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如果在资助评议公示期

对结果有异议,学校和学院资助部门及时调查,尽快将调查结果反馈学生,

若学生质疑的结果属实则及时纠正并再次公示结果。再次,完善监督机制。

学校奖、助、贷发放后,还要对受助经费监管,对冒充贫困生获取资助的学

生给予相应惩戒并追回资助金额,使资助金额落到需要的学生手上。同时,

高校资助教师应定期或不定期与贫困生进行沟通交流,引导受助学生正确

的看待资助物资,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话[R].2015-11-27. 

②宋喜群,龙军,马跃华.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高校师生热议习近

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R].光明日报,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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