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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高校多举措助贫困新生顺利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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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子弟圆“大学梦”除了经济资助还缺啥？
! ! ! !近几年间! 上海高校中贫

困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 新学

期!各校纷纷第一时间打开#绿

色通道$!为寒门子弟提供形式

多样的经济帮困和生活便利%

中秋佳节和国庆黄金周即将来

临!不少学校已安排好!要让这

些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少了过

节的气氛&然而!这些真的够了

吗'你真的知道!他们最缺最烦

恼的是什么吗'

复旦大学设专项基金资助贫困生出境交流

搭个平台 让他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昔日“校园打工王子”
今日 为学弟学妹引路

帮助贫困生解经济难题而且培养了他们的能力

勤工助学中心变身“集团公司”

上海高校贫困生比例接近20%
专家呼吁扶贫更要拉近贫困生心理的距离

" 教贫困大学生掌握更多技能!提供更多拓宽眼界的机会!能帮他们顺利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

孙绍波 画

" 让贫困大学生顺利入学!高校积极各种帮助

图 !"#

"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放眼世界!收获多多

图片由复旦大学提供

" 陈恩桃的经历告诉贫困学子! 埋头读书的同时

也别忘了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 图 !"#

他来自四川自贡富顺县东湖镇楼台村的
一个贫寒家庭，曾为学费而忐忑，结果本科、读
研，他自力更生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大学时，
他曾被称为“校园打工王子”，在勤工助学岗位
上挥洒汗水，还将辛勤劳动所得资助了10余
个贫困孩子；毕业后他成为一名思政老师，他
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一批批懵懂不安的寒门
子弟，创建公益社团，鼓励学弟学妹自信、勇
敢承担生活的责任。

这11年，他从稚嫩的学生一路成长，在
家他已是丈夫、父亲，在校他依旧是学长、师
长，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交大学生事务中心
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陈恩桃用他的努力坚持
饮水思源，感恩社会，助力和自己一样的贫困
学子成长。

! ! ! !新学期，不让一个来上海求学的大学生因
为缺钱而失去“大学梦”。各高校制定措施，开
通“绿色通道”，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
学。

# 东华大学开展了"圆梦行动#!提前开通

"绿色通道$!暑假期间!学校组织三十一支社会

实践团队集中赴贵州%安徽省各乡村%街道!宣

传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同时!组织新生辅导员通

过易班% 微博%!!等形式逐个与学生取得联

系!对于来自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

民族新生予以特别关注! 向特困同学提前发放

报到路费补贴'

# 上海金融学院在报到现场设立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绿色通道$和国家助学贷款咨询点!针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尤其是烈士和优抚对象子

女%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中家庭经济特别困

难的学生!校领导%学工部及时开展"送温暖$%

"排难忧$等慰问活动!确保他们顺利入学(

# 上海电力学院设立了"新生帮困金$!对

于特别困难的新生根据贫困程度可获得 "##至

$##元的资助!帮助他们度过暂时的困难(

# 华东政法大学组织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看上海%看松江!让他们开拓眼界!尽快了解学

习的城市文化! 在零距离中感受海派文化的魅

力和校园活动的多样(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沪上各高校启动新一
轮帮困举措：各高校向食堂拨付物价补贴，稳定
食堂菜价，确保开学后学生基本生活水平不因
价格上涨而降低；在中秋、国庆前夕，将为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发放慰问金；学校特别准
备了安全应急联系卡，并与每位同学签订了安
全承诺书，提醒同学们远离河道和工地，结伴出
行；各高校基本都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统一补
助了医保费用。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在上海理工大学，勤工助学中心就像一个
“集团公司”，旗下有校园咖啡吧、书店、礼品店、
超市等 !"家实体单位，“子公司”每年提供 #$$

个岗位给学生勤工俭学，其中超过 %$&的员工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整个体系中，上至“总
经理”下至收营员全部由学生担当，这些年，“上
理工集团”不仅为家庭困难学生经济解围，也成
为学生能力培养的土壤。

今年刚从上理工毕业的张庭赫已经创业了
'年，与合伙人一起经营一家校园传媒公司，去

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 #$$万元。毕业前张庭
赫就是沪江学生勤工助学中心的总经理，中心
各部门的组织协调、培训、考核都要操心，还要
不停动脑子优化校园服务。这个来自东北的小
伙，大一就通过勤工助学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
到大三创业半年后实现了经济独立。从一切都
很青涩的“小白”，到创业青年，尽管大学生创业
成功率不高，但他信心满满，因为他自信自己对
校园市场的敏锐度、企业经营管理的了解与实
践、青年团队的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过同

龄人。
像张庭赫这样成长起来的学生并不是少

数。他的继任者朱宇尧刚刚加入勤助中心的时
候是沪江物流的一名“基层员工”，两年后他开
始接手“集团用人大户”———中心旗下的两家超
市和一个物流中心，现在已经要为整个“集团”
大小事负责。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他，到上海读
书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但通过勤工平台他
用自己的能力为师生服务获得一定的报酬，也
减轻了一部分经济负担。不过，在他看来，沪江

勤工真正给他的并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报酬，更
多的收获是在这个大家庭中获得的成长，“能够
在校园内提前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自我经营、
自我管理的方式让我发掘潜能，学习商业模式
也培养了各方面技能，还有‘全心全意为同学服
务’的理念也让我学会在团体中奉献和换位思
考。”

几天前，上理工勤工助学校内招聘会上，
"$$多个新岗位迎来了 !$$$余名学生“应聘”，
这些岗位将优先考虑寒门子弟。相关负责人指
出，上理工勤助系统“公司化”的尝试，不仅可以
将营收也作为国家专款外的一部分勤助资金，
而且让大学生们在校园里提前接触企业化运
作，其实是在大学四年间缩小甚至消除来自农
村的学生在沟通能力、社会交往等方面与城市
孩子的差距。

本报记者 易蓉

! ! ! !鲁欣（化名）是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一名大
二学生，她的家远在云南西部山区。去年夏天，
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喜悦就被一场特大地震
击碎，不仅她家里的房子塌了，全家维系生计
的几亩烟叶地也减了收成。幸好，学校给予鲁
欣生活补助，她同时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凑
足了学费和生活费，得以顺利入学。然而，眼下
的她仍然感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家庭年收入仅
数千元，难以维持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虽然
助学贷款暂时解决了学费问题，但欠的债总是
要还的，将来如何找一份好工作，尽早归还贷
款，亦是她内心的一个结。鲁欣身边，像她这样
的贫困生其实为数不少。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近年来，受国家加大
中西部地区招生力度以及本地生源匮乏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上海高校中的贫困生人数呈上
升趋势，目前所占比例已接近 '$&。

主要问题!经济来源
松江大学园区多所高校的调查发现，尽管

国家、地方政府、高校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扶持贫
困生大学生，诸如发放慰问金、补助、路贴、提供
更多的勤工助学岗位等，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的收入差距巨大，致使贫困生面临巨大的
经济压力。

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的贫
困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来源，所占比例高
居首位；有 (%-#!&贫困生面临的主要问题和
压力是心理上的，占比居次；另外，情感和学习
问题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处处
长徐阳认为，政府和学校应该多注意学生的经
济生活和心理状态，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
状态。有教育专家则指出，贫困生的许多问题
都是相关联的，往往是经济压力引导了心理的
负面影响，又因为心理问题引导出情感和学习
问题。

学业成绩!中不溜秋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历史经典故事中，

出身寒门的孩子较早地知道生活的艰辛，更知
道努力，也更容易成才。记者调查却发现，在现
实的大学校园里，贫困大学生在应对学业时却
面临更多的困难、更大的压力。许多从事学生管
理和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介绍，经济困难学生
的学业成绩并不让人宽慰，他们大多是居于中
等水平，出类拔萃的极少。甚至有不少贫困生会
出现需要重新选学课程、延长学习年限、拿不
到毕业证或学位证及中途退学的情况。

高校贫困生的学业成绩并不是想当然的
好，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学生为改善经济困境
而打工，影响了学习。不少贫困生进入大学后
一心想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边工作边学习。
在上海的高校，几乎所有的贫困学生都有靠勤
工俭学补贴生活费的经历。然而，由于时间和
精力有限，他们或者因四处奔波打工学习时间
无法保障，或者因营养不良无法支撑高强度的
脑力学习，从而影响了他们获得知识和运用知
识的能力，耽误了学业。

学习技能!明显劣势
许多高校辅导员还告诉记者，大批贫困地

区的农村孩子来到上海，由于生活变化大，很
难适应当前的都市生活、信息社会。相比城市
学生，贫困农村地区学生的一些学习技能，如
英语口语、计算机操作技能明显处于弱势，有
些学生甚至不懂得电脑的开关机；加之受经济
状况与学习时间的限制，贫困生无法购买更多
的学习资料和参加培训，在教育资源占有方面

也处于弱势。这些已经引起了高校的关注。
四川宜宾的刘静（化名）同学品学兼优，前

不久，通过“励志计划”考上了心仪的华东理工
大学材料化学专业。可是，一上英语课，她的烦
恼来了，“老师用英语教学，一个句子只能听懂
几个单词，很想多与老师互动，但英语发音不
准，长一点的单词都不敢开口说出来。”刘静的
烦恼在华东理工“励志计划”新生中普遍存在。
“励志计划”启动于 '$!"年，是华东理工面向
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县及县以下中学，自主选
拔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的农村理科学生的招生
举措。两年来，共有 )+名学生通过“励志计划”
进入该校学习，但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英
语基础普遍比较薄弱。怎么办？外语学院的老
师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华东理工大学英语第二
党支部书记朱晓琴老师立即组织老师们行动
起来，每位老师“结对”'0(名学生，在课后进行
有针对性的指导帮扶。这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学
习英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他们的自信。
据 '$!.级“励志计划”新生班级的班主任李波
老师介绍，除了英语学习的帮扶，华东理工还
在整合各方资源，培训“励志计划”新生的计算
机应用能力，“让每一名学生都不掉队”。

求学动力!现实取向
与此同时，受到成长环境影响，贫困生通

常有着强烈的现实取向，缺乏较高的成才动
机，更深一层的学习动力不足。与都市及富裕
学生相比，贫困生、特别是来自偏远的农村地
区贫困生，知识面、视野存在局限，接受新事物
较慢。
对此，教育专家指出，学校应下力气，首先

让贫困大学生自强、自立、自信。贫困生在生活
中遇到困难要及时和同学、辅导员沟通，不能
自暴自弃；在认真完成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
要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增
强与社会的联系。此外，贫困大学生个人要增
强直面困难的思想准备。贫困生个人的理想目
标必须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相结合，不要给自己
定不切实际的目标。

心理素质!过于敏感
专家呼吁，高校要强化心理咨询，帮助贫

困生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素
质。不少贫困生容易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又
以过于敏感的自尊表现出来。过分自卑与自尊
都属于负面情绪，会影响到人的有效行为。因
此，掌握心理调节方法对贫困生来说，尤其重
要。强化心理承受能力、抗干扰能力，培养良好
的心理品质，也有利于贫困生迎接今后社会的
各种挑战。

复旦大学近年来每年新增的贫困生人数
均达到了 ($$余人，该校学工部负责人表示，
其实，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各具优势、劣势。贫困
生大多来源于较偏远的地区或经济不发达地
区，除学习以外的各方面素质没有得到很好的
发展，因而可能在刚来到上海时会有心理、交
往上的障碍要克服。但是贫困是也一种财富，
他们能够从艰苦的条件中脱颖而出，走进复旦
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艰
辛是其他大学生所不能比的。这些经历可以促
使他们形成坚韧的人格、奋发向上的精神。这
种精神是一个人想要成功所必备的素质，如果
能保持，那么将对成功有极大的作用。对高校
而言，如何让他们懂得过去的经历是怎样一笔
财富，进而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更快更好
地适应大学生活，比多发放几笔资助更重要也
更难能可贵。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让贫困大学生也有出国交流的机会，使他
们获得同等的国际化教育机会。.年前，复旦大
学设立专门针对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出国出境
交流培养项目并提供全额资助，至今，共有 .$$

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中获益。

如今，越来越多的复旦大学学生在校期间
拥有出国出境交流的经历。复旦学工部负责人
表示，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一方面，由
于成长过程中此类机会不多，他们拓展国际视
野的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困难、
基础薄弱等因素，他们获得出国出境交流机会
比其他同学更难。因此，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参加出国出境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年间，复旦共举办 .期墨西哥蒙特雷科技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全部由贫困生参与，学校承
担学生交流期间的学习、交通、食宿、保险等所有
费用。与此同时，复旦推出覆盖近 '$个国家 !$$

个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长期项目，由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自主申报，入选后可获得学校或院系提供的
全部资助。每位学生获助 (万到 %万元不等。

这些学生出国交流，不仅可以拓宽视野，增
长见识，同时也能提升能力，甚至完善人格。新闻

学院的郑超（化名）同学总结了她参加墨西哥交
流活动的几个第一次：“第一次出国。由于家庭条
件的原因，出国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件不可触及
的事情，即使在办理护照和签证等事宜的时候还
觉得不真实。第一次看日出，第一次用外语学习
另一门外语，第一次体验国外上课的轻松与欢
快，第一次与北大清华的同学联谊开 12345，第一
次在街头卖艺，第一次打桌球就爱上了它，还有
太多太多的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尝 46789:2、第一
次吃仙人掌果、第一次登上金字塔等等……”很
多参加海外交流活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像
郑超同学一样，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出国出
境，甚至有很多学生是第一次坐飞机。

到世界各地学习交流，接触到完全不同的
文化和价值观念，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
重要的是，体会到了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包容这种
多样性，学会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同时在对比

中加强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感受，增强文化自
信。经济学院毕剑（化名）同学说，“暑期交流带给
我的，不仅仅是学习了当地的语言和一些文化现
象，更重要的是一次对世界全新的认知，让我感受
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人类文明繁衍之初
又有着怎样相似而又不同的发展经历。”

历史学系张兰（化名）同学在总结会上将他
的感悟和思考与他人分享，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我曾经听过贾平凹先生的一次讲座，作为一个
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他说看中国就要从两
头去看，要看看上流社会在干什么，也要看看底
层人民在干什么。当我从繁华的香港回到农村
之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地域差距究竟有多悬殊。
身为复旦学生，我明白我应当肩负的东西，这不
仅仅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更是时代和民族赋予
我们的使命。”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份家教
#份兼职

!!年前新生报到前的忐忑，陈恩桃至今还记
忆犹新。经过 "$小时硬座火车的颠簸他来到了上
海交大，攥着好不容易从亲友那儿凑到的 %$$$元
钱，这个农家少年忐忑不安，因为报到要缴纳
+".$元，还差不少。所幸的是，在填报了助学贷款
相关手续后，通过新生入学绿色通道解决了学费
这个大问题。当年 !#岁的小陈是一个独立、自强
的少年，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在学院、学校的
帮助下他开启了勤工助学的生涯，最忙碌的时候
他同时接了 #份家教和 .份校内助管工作。勤工
助学的同时，陈恩桃也没有放松学习，他因成绩优
异还获得多项奖学金，部分学费也得到了落实，毕
业后 (年他就缴清了自己的助学贷款。

向更困难者伸援手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恩桃在自力更生但并

不宽裕的同时，却向更困难的人伸出了爱心之

手。入学后一年，他创建了思源爱心服务社，与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做公益；而他自己更是
用打工所得先后资助了 !$余个因贫困濒临失
学的小学生；读研期间，他还赴西部参加支援
四川地震灾区的志愿服务……毕业后，陈恩桃
在学生事务中心参与勤助工作，在这个岗位
上，他通过许多活动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
自力更生同时献出爱心；他还连续 )年发起乡
村教师培训活动，每年帮助几十位乡村教师来
交大交流、培训，开阔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在他
的策划下，上海交大从 '$!'年推出新生“助飞
计划”通过老师、学生暑期休假返乡的计划，走
访新生，为新生送去大礼包，帮助他们做好全
新校园生活的准备，重点为困难新生送去学校
的各项帮困助学政策及学习资料、爱心车票等
物资。

自立自强也懂感恩
每年上海交大约有 .$$余名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近年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和“贫
困学生自主招生计划”，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入学

和成长成才一直是上海交大资助工作的重点。
“助飞计划”从寒门子弟入学前就开始提供帮助，
摸排新生家庭情况、提供报到绿色通道指引；入
学后更有许多后续工作，例如针对新生制定个性
化的帮困措施，帮助他们参加自强培训、制定大
学自强自立规划，开学第一天就能参加勤工助学
工作，第一个月就能拿到进入大学自力更生的收
入。
自己的成长一路受到别人的帮助，大学期间

也感受到学校对感恩、责任的培养，因此陈恩桃
在自己自立、自强的同时感恩社会。“我们已经有
很多政策和措施，寒门子弟在大学里完全可以实
现自立。”陈恩桃总是鼓励学弟学妹“要敢于尝
试，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过，这些年勤助工
作也令陈恩桃感到，国家、学校对于贫困大学生
的扶持投入很大，对于保证寒门子弟“好好上
学”，且不忘培养其责任感、感恩意识等方面已经
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些学生在艺术人文素养、
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仍然亟待提升，才能更好
地成才、展翅高飞。

本报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