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改革路径探析1

肖 梅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工程系，贵州 贵阳 550008）

【摘 要】：本文从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现状出发，综合分析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中

存在的贫困学生精准界定困难、贫困状况代际传递严重、教育扶贫同质化、盲目化、功利化等问题，在理论上为教

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的改革提出可行的路径，提高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减贫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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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典型贫闲省份，贵州省的贫闲学生数量多、范围广、贫闲程度深，在贫闲中有因病返贫、因灾返贫、集中连片的

特点、尽管贵州省为了推动教育精准扶贫的开展建立了以省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牵头的教育扶贫联席会议制度，同时设置了灵

活多样的资助项目和资助制度，并在继续教育中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贫困生的技能，不断完善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制度，但

在实际推行中，由于部门衔接和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等因素，加之相比较而言，“输血”（物质资助）仍比“造血”（技能培养

和继续教育）更能吸引贫闲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教育粘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推进缓慢，成效有待继续评估。

1、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现状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为在中职学校、普通高校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和贵州户籍的因灾因病等特殊原

因返贫的非在册贫困户子女，经扶贫部门按“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审核后进入到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系统的贵州省农村户籍学生。

贵州省各级教育、财政、扶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截至 2017年，贵州省财政对 31.7

万建档立卡贫闲家庭学生上高屮、大学免除学杂费和给予生活补助，伴随着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的持续推进，教

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也面临着不少闲境和难题_

2、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问题

2.1贫困学生精准界定困难

尽管贫困生资助体系发展到现在已经建立起“奖、贷、助、补、减”多元资助政策，但伴随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化和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持续深入，教育成本不断攀升，高校贫闲生数量增加，来源广泛，家庭经济闲难在贫闲生认定依据和认定方法

中缺乏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各种有利于学生的信用贷款制度并不完善，在校期间的勤丁俭学和各项资助缺乏必要的监督考

评机制，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中贫闲学生精准界定闲难。

2.2贫困状况代际传递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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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灾害与贫困辩证关系大量自然灾害及其风险通常集中存在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换代升级以及贫困对象关系网向城市延伸等问题，又将贫闲地区和贫困人群抛向了更大的社会风险之中，贫闲高脆弱

性强化，返贫现象激增；同时地区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发展现状和“救助依赖”的交汇，使得受助者缺乏感恩与回馈意识，贵

州省贫闲状况代际传递严重。

2.3教育扶贫同质化、盲目化、功利化

在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中，教育扶贫路径方式、数量质量参差不齐，同上教育扶贫追求政治目标和形象工程，

追求短期效果，扶贫路径方式无法摆脱物质扶贫的束缚，教育扶贫同质化、盲目化现象严重；另外在教育扶贫路径方式和政策

推行过程屮，求量不求质，甚至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也追求薪资和收入，忽略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扶贫施予者和被帮扶

对象均流于功利化。

3、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改革路径探析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要在总结各项扶贫制度政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

资助工作中存在的贫闲学生精准界定闲难、贫闲状况代际传递严重、教育扶贫同质化、肓目化、功利化等问题，通过教育扶贫

联席分工负责、各施其职、协作配合，使教育精准扶贫成为提高减贫效率和质量行之有效的手段。

3.1 “互联网+精准扶贫”——确保精准识别

伴随大数据与“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快速融合和迅速推进，教育扶贫也应与时俱进。具体而言，就是要利州“互联网+”

构建教育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使得教育扶贫在贫闲生与贫困情况中精准判断、精准识別、精细管理；使得教育扶贫联席部门

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实时核准，动态管理；使得受助学生群体及时明晰政策，做到应助尽助，确保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为贫困

而失学。

3.2教育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推动效果监督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树立生态系统概念，做好顶层设计，在现有

的教育扶贫联席制度基础上，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能与定位，针对不同教育阶段贫困生的需求，建立教育精准扶贫一体化体系，

避免各部门在教育扶贫中责任推倭和利益冲突，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推动教育精准扶贫效果监督。

3.3“造血”+“输血”——优化脱贫效果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将会持续面临现实贫闲者的不断消失和未来贫闲者的不断产生这个闲境，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

学校作为承担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的重要部门，承担着教育扶贫“悖论”改革的重任，闪此高校在推行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

助政策的同时，要发挥不同学校的作用推动知识与技能教育，将教育扶贫变成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造血” “输血”培养

学生爱国爱家、遵纪守法、互助友爱、勤俭节约、向食其力、文明养成、感恩励志等精神，树立智力资助成长典型，在全面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不断优化教育精准扶贫脱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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