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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华中农业大学规定：贫困
生认定要查询过去某一段时间内校
园卡食堂中餐、晚餐的消费记录，据
一些学生推算，想要获得参评国家
励志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生，女
生中晚餐的消费要低于 ".1元，男生
要低于 2.3元，否则就会被取消已经
认定的贫困生资格，相应的助学金也
将被取消。而校方负责人则表示，“如
果有学生觉得有问题可以申诉，如果
核实确实‘误伤’，学校仍会把这些学
生纳进助学金的评定中来。”
对此规定，网友们怎么看呢？本

报为此推出了民调，截至今日 45

时，共有 467$位网友通过新民晚报
899、新民网、新民晚报新民网官方
微博等平台参与了关于此事件的
“新民调”。

本次调查中，有近三成（37:）
的网友表示“同意，假贫困生早该查
了”。网友“8;<刚哥”留言道：“同
意，我们班有几个‘贫困生’，零食从
来不断，一天四五顿的，取快递去超
市比谁都勤。”网友“白づ彗星”也表
示：“我认为有必要。大学里不少同
学就是为了骗助学金，让真正家庭
条件不好的学生得不到国家帮助。”
网友“图样图森破 64!”则感慨：“现
在骗助学金的人太多了我真不知道

这些人良心怎么过得去。”
同时有逾一成（43:）的网友也

认为“应限制，花的是国家钱”。网友
“泪洒伊斯坦布尔”表示：“花自己家
的钱，顿顿吃鹅肝龙虾神户牛肉谁
也说不着。拿着国家的钱，花的时候
自然得有个说法。”网友“黑人先锋
队”也表示：“有一定道理吧，以前我
寝室有人申请到了之后直接去小卖
部刷卡买了一条玉溪烟。”

但也有四成（65:）的网友认为
“没用，造假余地太多”。网友“甚 3”
表示：“我们学校很多人选择出去吃
饭。”网友“超级神级 =>”则表示：

“真正想办事的，公安系统一查户口
所在地就知道是否可以列为贫困
生，弄这些没用的办法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

同时，还有两成（35:）的网友
表示“反对，会误伤贫困生”。网友
“自演忧伤”举例道：“那以后同学来
玩都不能给吃的了？”网友“我就是
咸恩靜”也质疑道：“拿了补给（贴）
还是四年每天一个咸菜那拿不拿有
毛线区别，本来就是改善生活的，不
过分就好。”网友“?@?%A//4”则认为
这是“有特色的一刀切”。

从本次调查看，虽然相当数量

网友认为高校学生骗取贫困生助学
金的现象并不少见，应该及时查处，
但大部分网友对该校的查处办法却
并不认同。贫困生助学金并非由个别
学校筹款发放，发放标准当然不能任
由各校出“土政策”来规定。但现有的
发放制度确实存在较大漏洞，除了个
别学生的骗款行为，还出现了一些班
主任、甚至校方借机骗款的案例，因
此亟需由责任部门出台更有效的审
核制度和更严厉的事后追责制度，保
证教育公平。至于孩子们每餐吃几块
钱，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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