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随着高校录取通
知书的陆续发出，我
区 2018 年秋季学期
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相关资助
工 作 也 于 7 月 底 启
动。今年，我区普通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入学资助金由一次
性发放调整为按学年
发放，提高了资助金
的合理利用率。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前几天，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的
孟凯轩终于盼来了太原理工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孟凯轩是低保家庭子女，家庭经
济比较困难，但学费的事儿他却一点儿都
没犯愁。8 月 2 日一早，他带上录取通知书
和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到赛罕区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填写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入学资助资金申请表》。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他，审核通过后，第一批资助款项
预计将于 8 月 20 日前后发放，申请人本学
年的 1 万元资助金将直接打到由他本人开
户的账户上。

根据 7 月刚刚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
教育厅 财政厅 民政厅 扶贫办关于
实施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
助政策的意见》，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入学资助政策的资助对象为：大学新
生，从 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
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
生，且录取当年的 9 月 1 日为自治区城乡
低保家庭子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和
孤儿；在读学生，2018 年以后年度在校期
间的 9 月 1 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
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
制本专科学生（不含 2018 年之前入学的在
读学生）。

与往年不同，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我
区进一步完善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
学资助政策，调整和改进资金发放机制和发
放办法。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
助资金由之前的本科类新生一次性资助 4 万
元、专科或高职高专类新生一次性资助 3 万
元，调整为从录取当年开始，每学年资助 1 万
元，本科生累计资助不超过 4 万元，专科或高
职高专类学生（含预科生）累计资助不超过 3
万元。此外，对于符合 2017 年资助政策条
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申请资助的学生，仍
按原政策执行。

“资助金由一次性发放调整为按学年发
放，虽然大大增加了各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
量，但却提高了资助金的合理利用率，避免出
现一些学生一次性拿到资助金退学或用于家
庭其他用途的现象。分次发放后，对于续领
资助金的大学生，我们每学年都会要求其提
供低保证明、在校证明等，保证资助金有效发
放。”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贺晓明
介绍。

依据“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
策导向明确，各方责任清晰，体现民生效应”
以及“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我区
积极保障普通高校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
利入学并完成学业，所需资金全部由自治区
本级财政承担。

除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
助政策，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是一项惠及面

更广的大学生资助政策。家住呼和浩特市
榆林镇东干丈夭村的韩娜今年考上了内蒙
古大学创业学院，每年 1.5 万元的学费让家
里感觉有些吃不消，他们便想到了生源地
助学贷款，申请了 8000 元的贷款，可以缓
解不少压力。据了解，获得生源地助学贷
款的学生在读期间不用支付利息，全部由
财政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入）共同负担，贷款利率
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
利率。

在这几天的工作中，赛罕区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主任斯琴发现，一些准大学生和
家长还不太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政策。
例如，有一位家长领着考上大学的女儿来
办生源地助学贷款，但经核实，这个家庭中
学生的户籍所在地为赛罕区，但其父母的
户籍所在地均为山西，这样的话，就不符合
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
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市、县（市、区）”的
申请条件。不过，斯琴也说，每年的助学工
作开展以前，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
作人员都会集中下乡、下社区，通过发宣传
页、贴海报等形式，多角度宣传各项助学政
策。各高校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也会一
并寄送《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争取做到资助政策让更多人了解。

考虑到我区地广人稀，为了方便广大
农牧区贫困学生办理助学贷款，让学生少

跑 路 ，一 些 旗 县 在 助 学 贷 款 办 理 期 间 还
“送贷下乡”。今年，阿拉善右旗设立了巴
丹吉林镇、阿拉腾敖包镇、曼德拉苏木和
雅布赖镇 4 个办理点，深入开展“学生资
助，送贷下乡”行动，为偏远苏木镇贫困家
庭学生提供就近办理助学贷款便民服务，
并且为家长及学生进行教育政策精准扶
贫的宣讲。

另据了解，针对城乡低保家庭以外的
其他低保边缘等困难家庭大学新生，呼和
浩特市还从 2014 年起推出了专门的资助
政策。凡当年参加高考的具有呼和浩特市
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被全日制普
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
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正式录取，取
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符合以
下条件的家庭：学生本人是烈士；单亲家
庭；家庭遭遇突发事件导致重伤或死亡的；
学生或父母是残疾（一、二级）的家庭；父母
或本人患 12 种重大疾病的家庭，可以申请
呼和浩特市低保边缘家庭新生入学资助，
资助标准为在校期间每年 6000 元。

李燕是包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一名
大二学生，她是呼和浩特市低保边缘等困
难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受益者。她说：

“现在从国家到地方的资助政策这么好，像
我一样的困难家庭学生不愁上不起学了。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学习，回报国家、
回报社会？”

经历

□刘玉杰

转眼，小学毕业都快20年了。每年，我
回老家都不忘回母校去看看，回忆一下快
乐的小学时光，感受母校一点一滴的变化。

我小学一至五年级是在乌海市五虎
山小学上的。当时的教室是一排红色砖
瓦的平房，因为房子建造的年代有些久
远，每到夏天下雨时，教室里总会有漏雨
的地方。这时，漏雨的地方坐的同学就会
搬上凳子拿着书本和别的同学一起挤着
坐。然而，同学们似乎并不怕挤，反而挺
开心的，因为挤在一起可以说悄悄话了。
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唯一的取暖设备
就是教室中间的那个铁炉子。每天早上
还有同学把带来的馒头等早点放在炉子
上烤，下课时，同学们把炉子团团围住边
烤手边聊天，现在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那时，我们的操场还是土操场，每到大课
间跑操时，操场上就变得黄土漫天，像遭
遇了一场小型沙尘暴。开运动会时，跑道
是在操场上临时用石灰粉撒出来的，等到

运动会结束时，跑道也基本看不清了。
六年级时，我们的学校搬到了新建的

校区，校名变更为巴音赛街小学。低矮破
旧的平房变成了高大整洁的教学楼，冬天
教室里有热乎乎的暖气，操场上全部铺上
了塑胶跑道。记得当年刚看到新操场时，
我 和 几 个 同 学 兴 奋 地 在 上 面 跑 了 好 几
圈。马上毕业的我们对新校园充满了新
鲜感，开始羡慕那些低年级的学生，能在
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

考上大学后，假期里我曾回到老家乌
海的团结路小学实习过一段时间，发现现
在的小学，投影仪让老师讲课的内容变得
更加丰富，还有许多先进的教学设备让课
堂变得更高效、更有趣，师生间有了更多

互动。不但硬件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还有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曾经被称为“副科”的
音体美等课程的专业老师在学校得到很
大补充，他们开设出五花八门的兴趣班，
让学生们得到更全面的教育。要知道，在
我的小学时代，类似的音体美方面的专业
老师很少，音乐、美术课教师等大多是由
语文、数学课等主科教师兼任，有时候这
些课还会被挤占，但在当时，好像很多人
都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副科”就
该让路于“主科”。现在，从老师到家长、
从学校到社会，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已经
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看着一个个快乐成长学生，我时常暗
暗感慨：“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

小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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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校园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公布
首批 80 所中小学创客教育示
范校名单，并予以资金奖励。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于 2017 年
发文加快推进全省中小学创客
教育全面发展，确定郑州市、焦
作市为首批河南省中小学创客
教育试点市，并启动河南省中
小学创客教育百所示范校创建
工作，以培育具有河南特色的

创新教育文化。按照要求，创
客教育示范校要在创客空间建
设以及师资、课程、评价等方面
做好规划，做到年初有目标、季
度有任务、半年有汇报、年终有
总结，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本地发展，促进全省中小学
创客教育工作由建设、应用向
创 新 、融 合 更 高 层 面 整 体 提
升。 （来源《中国教育报》）

河南：80 所中小学成为创客教育示范校

高考季，辨别录取通知书真伪
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学问。按照
内蒙古普通高校的录取流程和相
关规定，准大学生们可以通过如下
几招来辨别录取通知书的真假：

第一招：官网查询录取结果
考生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

息网”，点击“普通高考”频道，选择
“信息查询”栏目查询录取结果。

门户网站为 2018 年考生查
询录取结果唯一的途径。

有的考生说：官网查询到了，
但高校的网站没有查询到，有问
题 吗 ？ 这 里 可 以 肯 定 地 告 诉 考
生，高校的网站更新可能有延时，
但“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的录
取结果是实时查询，如录取了好
长时间仍未收到通知书，可打电
话向录取高校咨询。

第二招：录取学校是自己填
报的

任何考生，若网报时没有填
报志愿，是不会被招生高校录取
的。虽然理论上存在考生密码被
他人盗用，也会出现本人未报志
愿而被录取的情况，但我区近年
未发生过此类情况。

如果考生在某批次录取结束
前就收到某批次的录取通知书，则

需要提高警惕。虽然高校录取速
度有快有慢，但录取后通知书发放
和邮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第 三 招 ：录 取 学 校 是《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公布的

未在《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
计划》公布的招生计划，2018 年
在我区不具备招生资格，录取后
的新生也无法进行电子注册 。

第四招：录取通知书有校长
签章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规定》明确：“高校根据经有
关省级招办核准备案的录取考生
名册填写考生录取通知书，由校
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加盖本校校
章，并负责将考生录取通知书连
同有关入学报到须知、资助政策
办法等相关材料一并直接寄送被
录取考生。”

综上所述，招生计划是高校
录取的前提，填报志愿是高校录
取的依据，官网查询录取结果是
唯一正确的途径。

准大学生们，收到录取通知
书后如果心存疑惑，千万核实清
楚再去高校报到。

（来源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

如何辨别录取通知书真假？

□本报记者 刘志贤

三伏天里，大家都恨不得不出门、不
工作，在空调房里吹着冷气静静地待
着。可 12 岁的郭昱辰显然并不这样认
为，她仍然天天泡在练功房里，汗珠不停
从头上落下来。她嘴里一边喊着拍子，
一边练习前桥、空翻等专业戏曲动作。
无论天气多么炎热，每天下午 3 个小时
的练习是她的必修课。

郭昱辰是呼和浩特市北垣街小学五
年级学生，今年 5 月份，她已经被北京戏
曲艺术职业学院录取，成为了该校 2018
年面向全国招生录取的 46 人中的一个，
也是呼和浩特市近 10 年来首个被该校
录取的学生。“别看她年纪小，可非常能
吃苦，在同龄孩子中非常少见。虽然她
只练习了 3 年，可是功夫却非常了得。”
内蒙古京剧团少儿京剧班总负责人崔猛
不吝赞美之辞。今年，崔猛带了 5 个孩
子进京参加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考
试，只有郭昱辰一人被录取了。

虽然已经被录取，但郭昱辰丝毫都
没有松懈，仍然坚持每日天不亮就起床
学习、练功，她说要给自己的小学生活画
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昱辰的理想是成为
一名京剧艺术家。“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
向努力着，再苦再累也不怕。”她坚定地
说。

父亲郭振山最了解女儿，他自豪地
说：“女儿有种坚韧不拔的劲儿，做每一
件事都认认真真、一心一意，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可能很多大人也做不到像她那
样。”就拿学京剧来说，好多人都劝郭昱
辰不要学了，太苦太累，她却反问：“干什
么不苦不累？”

练功几年下来，她没少吃苦，身上常
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走圆场、虎跳、前
桥、后桥、空翻⋯⋯这些专业动作每一个
都有难度，充满挑战性，都需要反复训
练。郭昱辰练完后经常站都站不起来，
更别说走了。可她从没有叫过苦，也没
有说过要放弃。她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
理想迈进。

练功苦，郭昱辰的文化课也一点儿
没落下。由于家离学校较远，每天早上
5 点半，她都会准时起床，在小区里练功
和吊完嗓子，在上学路上背课文、学英
语。她要参加各类艺术表演，活动很多，
但作业却没有一次落下过。

别看天天学习练功都挺忙，郭昱辰
还是个干家务的小能手，摘菜、洗菜、洗
碗、洗衣服、包饺子她都会。爷爷患有脑
梗，行动不方便，她每天放学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爷爷打电话，叮嘱爷爷按时吃
药、睡觉盖好被子⋯⋯

呼和浩特市“德润校园，美德少年”
荣誉称号的获得，郭昱辰名至实归。

小小少年爱京剧

菁菁校园

高考服务

简讯

不久前，浙江省出台《关于
加强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的指
导意见》，要求用 3 年左右时间，
统筹资源，构建模式，推动建立
课 程 完 善、资 源 丰 富、模 式 多
样、机制健全的劳动实践教育
体系，形成普遍重视劳动实践
教育的氛围。

意见提出，劳动实践也是
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将通过
强化课程实施中的劳动实践教
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内劳动、

鼓励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和拓宽校外劳动实践途径等方
式，来落实劳动实践教育。比
如，学校应安排适量的劳动家
庭作业，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个性差异布置洗碗、洗衣、扫
地、整 理 等 力 所 能 及 的 家 务 。
作为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参与
劳动，教育孩子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并能帮着家长一起做家
里的事。

（来源《浙江日报》）

浙江：洗衣扫地将列入学生家庭作业

让家庭经济困难让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大学新生分分享享暖心政策暖心政策

聚焦聚焦

暑假里，呼和浩特市第
三十六中学的 100 余名师生
赴西安进行了主题为“重走
丝 绸 之 路 ，领 略 秦 汉 唐 遗
风 ”的 研 学 活 动 。 通 过 活
动，学生们了解了古都西安
的悠久历史，感受了中华民
族的灿烂文化。

郭晓东 摄

游学古都

内蒙古城乡社区大学自成立以来，在呼和浩
特市观音庙社区、富兴社区等 5 家社区积极开展

“送教进社区”活动，开设声乐、舞蹈、扬琴、二人
台、剪纸、花艺、蒙古语等丰富的社区教育课程，受
到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图为观音庙社区的实用
蒙古语课堂。 本报记者 刘志贤 摄

送教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