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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高中教育
（一）普通高中“两免”教

育计划
按照《关于印发甘孜州实

施普通高中“两免”教育计划方
案的通知》（甘办发〔2015〕7号）
规定，从 2015 年春季学期开
始，对所有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免除学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免学费标准是：省示范性普通
高中（康中、泸中）1200元/生/
年、其它普通高中1000元/生/
年；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标准
是：1000元/生/年。其中按《四
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支持民族自治地区实施十
五年免费教育的通知》（川财教

〔2016〕32 号），省级按 450 元/
生/年标准补助学费、按 350
元/生/年标准补助课本费，其
余不足资金由州县分级承担。

（二）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

按照《关于建立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实施意见》（财教〔2010〕461
号），《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甘财教〔2011〕8
号）规定，为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优先并按最高标准给予资
助。享受标准：一档 2200 元/
生/年，二档1800元/生/年。

二、中等职业教育资助政策
（一）“9+3”免费中职教育

计划
对到内地中职学校就读

的藏区中职学生给予免除学
费、补助生活费和杂费的资
助。具体标准是：学制3年的
免除学费3年，每生每年2000
元；生活费补助3年，前两年每
生每年 3000 元，第三年每生
1500元，不足部分通过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获得报酬；交通、
住宿、书本等杂费补助3年，每
生每年 1500 元。对就读中职
学校学制1年的高中毕业生免
除学费，生活费补助、交通、住
宿、书本等杂费补助，按前两年
标准，补助时间1年。到内地
中职学校就读的藏区中职学生
整体纳入当地“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范围。

州内中职三年级学生省上
列入藏区“9+3”学生范畴，生活
补助资金为藏区“9+3”专项资
金，补助标准为1000元/生/年。

（二）州内中职免学费和
国家助学金补助政策

按照《关于全面实行中等
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进一步完
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通知》（川
财教〔2012〕298号）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藏区免费
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川办函
［2009］156号）规定，对就读中
职学校的学生给予免除学费、
一二年级学生补助国家助学金
（生活费）的资助。其中：免学
费补助标准为 2000 元/生/年
（含5年制高职前三年），一、二
年级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标
准为2000元/生/年。

（三）中职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生活补助。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
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
民局关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
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
教〔2015〕230号）规定，从2016
年秋季学期起，对全州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在发放
中职助学金基础上，再给予每
生每期 500 元（每学年 1000
元）的生活补助。

三、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一）州本级非义务教育

阶段贫困学生资助。
按照《甘孜州非义务教育阶

段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办法（修
订）》（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令第34号）规定，对升入高职学
校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人一次
性资助500元；对升入专科预科
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人一次性
资助1000元；对升入本科预科
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人一次性
资助2000元；对升入专科学校
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人一次性
资助3000元；对升入一般本科
院校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人一
次性资助4000元；对升入重点
本科院校的贫困生，升学当年每
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

（二）大学生国家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按照《四川省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试行办法》（川办函
〔2008〕250号）、《甘孜藏族自治
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方
案（试行）》（甘办发〔2010〕58
号）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
高校本专科学生（含高职）每生
每年最高可申请 8000 元助学
贷 款 ，研 究 生 最 高 可 申 请
12000 元助学贷款（原则在高
校申请），“愿贷尽贷”。贷款学
生在校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
贴，主要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和住宿费问题。贷款期限
最高为20年，毕业后的前三年
可只偿还毕业后产生的贷款利
息，三年后再偿还本金；也可申
请提前还款。

（三）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新入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
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
民局关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
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
教〔2015〕230号）规定，从2016
年秋季学期起，对全州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新入学的全日
制本专科学生（含高职、专科、
本科），按照每生每学年 4000
元的标准给予资助（其中学费
补助 2000 元、生活补助 2000
元），连续资助直到学业结束。

（四）雨露计划职业教育
扶贫助学补助

根据《关于加强雨露计划
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
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国开
发〔2015〕19号）、《四川 省扶贫
和移民局 教育厅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雨露
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
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通知》
（川扶贫移民发〔2015〕286号），
从2016年春季开始，对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全日
制普通专科教育、全日制普通
高职教育的贫困家庭每学年补
助1500元，直到毕业为止。所
需资金从到县的中央财政扶贫
专项资金和县级财政扶贫资金
中解决。

（五）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在校本专科生社会救助政策

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甘孜州贫困大
学生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甘
府发〔2016〕29号）文件规定，通
过统筹红会、工会、团委、慈善
总会等部门教育助学资金对全
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校本专
科生进行救助，具体救助标准
根据当年助学资金筹措情况确
定。其中 2016 年对建档立卡
贫困在校本科生按每生 3000
元标准进行救助，对建档立卡
贫困在校专科生（含高职）在

“雨露计划”专项扶贫补助
1500元/生/年基础上再按每生
1000元标准给予救助。

（六）普通高校家庭经济
困难新生入学资助政策

按照《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新生入学资助暂行管理办法》
（教基金会〔2012〕10号）规定，对
每年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
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进行
入学资助，标准是：省内院校录
取的新生每人500元，省外院校
录取的新生每人1000元。

（七）高校毕业生到艰苦
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
奖补政策。

按照《四川省省属高校毕
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
位就业学费奖补暂行办法》
（川财教〔2009〕184号）文件规
定，从2009起，对省属高校毕
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连续服务满三年以上的，
省财政按毕业生在校期间实
际交纳学费给予每生每学年
不超过6000元的补助。

四、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
金救助政策

按照四川省财政厅、教育厅、
卫计委《关于印发<设立县级教育
和卫生扶贫救助基金的总体方案
>的通知》（川财办〔2016〕38号）文
件规定，从2016年11月开始，各
县市设立县（市）级教育扶贫救助
基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在享受现
有教育保障制度和助学帮扶政策
基础上，仍然存在与子女就学有
关的特殊困难的，按每户500至
5000元的标准给予救助。

（据州教育局）

链接:

聚焦我州学生资助类政策

记者在甘孜采访期间感受最深
的就是，尽管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尽
管生活非常艰辛，但是这些大山的孩
子却有着超乎寻常的乐观精神和永
不放弃的人生理念。

出生不由选择，但人生的道路却
是可以选择的，他们选择不抱怨生活

的苦难，选择从苦难中学到了责任，
学到了自强自立。

现在，国家逐年加大对贫困学子
的支持力度，为了保证不让一个孩子
因贫失学，甘孜州就推出了多种资助
政策帮助寒门子弟圆大学梦，其中国
家助学贷款是各项资助政策中资助

力度最大、最公平、资助效益最高的
一项资助政策，本专科学生最多每年
可贷 8000 元，研究生最多每年可贷
1.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分为校园地
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两种模式。这样的政策正在深刻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但我们仍然希望，高校能够摸索出
了一条全方位立体式的帮扶模式，关注
寒门学子走入大学后的生活思想状况，
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实践机会，
真正为这些梦想走出大山，并且努力奋
斗的孩子们，铺就一条通途。

（据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

作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和四川省扶贫攻坚“四大片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甘孜州的扶
贫攻坚历程，可谓成果喜人：伴随着整
村推进、产业扶贫、住房解困、易地搬
迁等一系列扶贫民生项目的实施，全
州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但剩下的
都是硬骨头，而教育扶贫是彻底稳定
脱贫的重要推手。在15.3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甘孜大地，人们十分渴望能够
通过上大学这个跳板，让自己的子孙
后代走出大山、摆脱穷困。

教育扶贫在行动：康巴高原上的大学梦
正在餐厅干活的彝族姑娘王克古

莫，今年19岁，就在几天前，她得知自
己已经被四川民族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录取。为了给自己凑学费，高考结束
后，王克古莫就来到康定的一家餐厅
打工。她每天要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
上11、2点，一站就是15、6个小时，看着
她干活的利索劲，不知道的人会以为
她在这里已经干了好几年。

这家餐馆负责人赖红俐介绍说：
“我们这里店小，叫她干嘛她就干嘛，
哪里需要人就到哪里，到处都帮忙。”

就在王克古莫招呼客人、忙前忙
后的时候，19岁的藏族小伙白玛俄沙
也在康定市新都桥镇一家餐馆做临时
服务员。今年高考，他被西北民族大
学录取，眼下同样是在为上大学的学
费、生活费打拼。与一般服务员不同
的是，白玛俄沙在点菜端菜、擦洗餐具
的空隙，喜欢给游客介绍当地的风景，
还会唱着藏族歌曲为大家助兴。

和王克古莫一样，白玛俄沙同样
也深得餐厅老板的喜欢。高考后的暑
假，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原本应该
是最幸福、最轻松的时候，但对于王克
古莫、白玛俄沙来说，他们却背负着在
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重负担。

王克古莫的家在泸定县得妥镇
何家山村，距离康定城区大约 70 多
公里，那里有的还是坑坑洼洼的烂
路，弯多路窄，一直通向了大山深处，
路况不好，一路上遇到多处滑坡路
段，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石头直接砸在
路中间，让人感觉心惊肉跳。

2个多小时后，汽车被迫停下，王

克古莫的家就在前面的峡谷山坳里，
最后的一段山路，道路不能通车，只能
靠步行。王克古莫全家五口人，妈妈
今年54岁，5年前患上了严重的骨质增
生和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从2014年
开始就一直卧病在床，平时除了偶尔
起来坐坐，基本上都躺在床上，喝水、
上厕所等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顾。

回到家后，王克古莫顾不上休
息，赶紧给爸爸妈妈做午饭。王克古
莫妈妈左手无力，只能用右手一点点
挑面吃。看着妈妈吃力地吃着碗里
的面条，王克古莫的心里五味杂陈。
她曾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到：那时候
母亲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巨人，一个永
远都倒不下的巨人。母亲背大柴，我
就捡小柴。可是不知怎么的，我背的
柴每次都会东倒西歪，然后掉一地。
每每这时，母亲都会停下脚步，把柴
一根根捡起来放到自己的背上。我
母亲是个爱逞能的人，不管背再多的
柴都不会喊累，现在卧病在床，也许
是因为年轻时候太累，现在是想好好
休息吧！

王克古莫的妈妈经常吃药，每个
月至少几百元。按照新农合保险的
报销范围，只有在住院时产生的费用
才可以报销。平时门诊以及抓药等
费用大部分都需要自费。这样算下
来每月买药的几百元钱，几乎都得自
己出，这对于王克古莫一家来说，是
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王克古莫的哥哥正在上大学三
年级，妹妹还在上高中二年级，现在
家里连山坡在内，大约十来亩地，主

要种佛手柑，妈妈生病以后，就全靠
爸爸维色铁哈子一个人在家干活。
一年下来，如果收成好的话，能收入
八千至一万元，如果遇到不好的天
气，那就只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靠着爸爸一个人忙里忙外，王克
古莫一家 5 口人，人年均收入也就
3000 来元，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是，从没有上过学的维色铁哈
子却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日子再难，他也始终没有让三个孩子
放弃求学的信念。王克古莫曾在日
记里这样提到爸爸：他虽然不能改变
自己的命运，但他希望我们能靠知识
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自己也非常羡
慕那些有文化的读书人，他说读书人
身上总是能散发出一种异人的气
质。他的心愿就是有一天也能从我
们身上看到那种气质。

就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克古莫兄
妹三人都喜欢上了读书，尤其王克古
莫的哥哥，不仅从小学习好、获奖多，
他还专门在家里的墙上，做了一个光
荣榜，把兄妹三人获奖的各种荣誉证
书都贴在上面。兄妹三人，一个赛一
个得到荣誉证书，不仅学习成绩优良，
而且从小就十分懂事，4、5岁就学会了
做家务，初中二、三年级就开始利用寒
暑假，在外面一些餐厅、宾馆打工。

在餐馆打工的白玛俄沙轮到了休
息，他的家离打工的餐馆不远，大约8
公里，但每次需要搭乘小面包车或摩
托车，单程就要花费5元钱。为了省
钱，白玛俄沙一般半个月回家一次。

白玛俄沙家有外公外婆、妈妈和

哥哥，一共五口人，但是年收入只有
一万元左右，人均两千元，也是村里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事实上，原来他
家并不是这样。在他8岁前，爸爸在
外做生意，妈妈在家种青稞、养牦牛、
做酥油奶酪；白玛俄沙和大他两岁的
哥哥也有着快乐的童年。但是这一
切，在他8岁那年，突然终止了。父亲
突然发生了一场车祸，然后去世。家
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从此失去。

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撒手人寰，一
家人还沉浸在痛失至亲的悲痛中不能
自拔时，厄运又再次降临这个不幸的家
庭。一年后，白玛俄沙的哥哥在一次骑
马时发生了意外，导致了双目失明。

家里接连遭受两次重大打击，加
上60多岁的外公外婆也患有高血压
等多种疾病，全家的重担一下子都压
在白玛俄沙妈妈一个人身上。除了
在家种这七、八亩地的青稞外，在农
活不忙的时候，40多岁的她还时不时
地得去建筑工地打散工，干男人们都
嫌累的重体力活。

但乐观坚强的白玛俄沙说，好在
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孩子们上
小学初中基本不花钱；上高中后，按
照规定，除学费、书本费免费外，像他
家这样的贫困学生，每年还能获得
2200 元的生活补助，每月最多只需
300多元的生活费。

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想着妈妈
的辛勤付出，白玛俄沙始终把考上大
学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些年，学业上
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就总是一个人到
老房子的屋顶上唱唱歌。

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换来了丰收
的果实，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情。但是捧着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
书，对于像王克古莫、白玛俄沙这样的
孩子们来说，却是喜忧参半。白玛俄
沙在日记中写道：因母亲的坚持与帮
助，我顺利地完成了义务教育以及高
中学段，即将要升入大学。对于我这
个家庭，我如考不上大学是个困难，但
考上也是个困难，因为高额的学费以
及生活费，是我眼下最大的困难。

8 月 8 日这天，白玛俄沙来到了
高中母校——康定藏文中学的传达
室，看看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没有。尽管之前就知道了录取结果，
但当他拆开邮递快件，亲眼看到这份
正式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19岁的白
玛俄沙仍然是激动不已。和同学们
短暂交流之后，他赶紧坐车回家，迫
不及待地和家人分享这一刻的喜悦。

这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不仅意味着
人生轨迹的改变，也是他自己奋斗十几
载的最大奖励，但白玛俄沙一家人眼下
却是又高兴又犯愁。高兴地是，考上大
学了；发愁的是，上大学所需要的学费、
住宿费，还有路费、生活费，这加起来将
近一万元的费用，该如何筹措？

和白玛俄沙一样，彝族姑娘王克古

莫一家同样为她上大学的费用发愁。
王克古莫兄妹三人的卧室，总共十多平
方米，中间的门帘用一大块塑料布隔
开，外面一间是王克古莫哥哥住的，里
面一间是王克古莫和17岁的妹妹共用
的，姐妹俩睡觉就挤一张床。妹妹王日
古莫对姐姐说：“过两天，我把摘花椒的
钱都给你，不用担心。”为了支持姐姐上
大学，王克古莫的妹妹主动提出来把自
己打工攒下来的几百元钱给姐姐上学
用。王克古莫的心里既感激又心疼，可
是即便这样，上大学所需要的费用也仍
然有缺口，姐妹俩决定给正在外面打工
的哥哥打电话商量。

王克古莫的哥哥是一名大三学
生，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这个假
期他没有回家，此刻正在几百公里
外、平均海拔 4000 米的石渠县的一
个建筑工地做水泥工，一天能赚一两
百元钱。可能信号不好，王克古莫连
续拨了几次电话，也联系不上。

维色铁哈子知道女儿在为学费努
力，但作为父亲，他也不甘心坐在家
里，他想走走村子里的亲戚和乡亲，再
为女儿凑一凑，但乡里乡亲的日子也
过得紧巴巴，能拿出来的钱，也很少。

就在白玛俄沙、王克古莫为上大学
的费用万般发愁的时候，白玛俄沙想起

高中老师曾经和他说过，国家已经建立
起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第二天他就找
到了当地教育部门寻求帮助。

康定市教育体育局学校管理和学
生资助办公室主任赵国忠给他说：“你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享受到甘孜
州非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资助，本
科生一次性给你资助金4000元。”

白玛俄沙了解到，光四川省、甘孜
州、康定市的三项针对贫困学生的资
助，加起来就有13000元，而最后一项所
谓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就是国家专
门向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
在校生发放的助学贷款，每笔额度在
6—8千元，帮助他们支付在校学习期间
所需的学费和住宿费。贷款会直接发
放到学生报考的学校，第二年直接续
贷。不需要担保和抵押，贷款期限原则
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确定，最
长不超过14年。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
由当地财政贴息。这些资助政策，让白
玛俄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王克古莫家，也迎来了两位客人，
泸定县第二中校长桂世刚和她的高中
班主任一行专门来她家，做了一次家
访，详细介绍了目前国家教育部门和

当地政府奖励补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
有关规定。几笔算下来，王克古莫可
申请奖励补助资金13000元，还可以申
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高8000元。
桂世刚等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让王
克古莫一家心里踏实多了，脸上的神
情也明显轻松了不少。

这个暑假，王克古莫和白玛俄沙
还要继续打工，因为他们想尽快还清
家里的债，让爸爸妈妈的日子能过得
好一些。了解到他们的实际情况，酒
店老板给白玛俄沙的工资定在3000
元，比其他人格外多了几百元钱，也
是对白玛俄沙的支持。

生活的艰辛，让白玛俄沙、王克
古莫比同龄人更懂事，他们勇敢地面
对贫困，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改
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王克
古莫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心愿：我
们三兄妹都在外面打工赚生活费，家
里虽然过得不容易，但生活还得继
续，我们也有双手，不能只靠父亲一
人。我相信风雨过后，总有彩虹！没
有雨伞的孩子，更需要努力地奔跑。

憧憬着大学生活的白玛俄沙说，
然后再过个十年的话，母亲也老了，
整个家庭的担子，都会落在自己的肩
膀上，他一定要撑起这个家。

父亲离世 哥哥失明 噩梦接踵而至，原本无忧无虑的他如今要撑起整个家

立体帮扶助成长 寒门学子梦无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为凑够学费，她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王克古莫拿到录取通知书，泸定二中的老师来家访。 桂世刚 摄

白玛俄沙咨询资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