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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打破“因贫辍学、失学致

贫”恶性循环

曾几何时，子女上学的费用问

题，往往会成为贫困家庭的沉重负

担。近年来，随着贫困学生资助政策

的完善和落实，因学致贫、因学返贫

的现象已经十分少见。

“在学校吃饭每天有4元的补贴，

住校每月还有125元的补贴。”家住芒

市的杨国辉今年刚刚升入初一，据他

介绍，父母并不需要为他和妹妹的读

书操心。杨国辉算过一笔账：因为学

校免除了学杂费和书本费，他在学校

的主要费用就是餐费，刨去每天4元的

国家补贴，一个月以20天计算，他每

月的餐费约120元，依靠每月的住校生

补贴，基本够用。

芒市还根据自身实际设置了市级

助学金，像杨国辉这样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学生，每年可享受300元的补助，

加上各级部门其他不定期的帮扶资助

政策，杨国辉可以彻底解决读书的后

顾之忧。

近年来，从省级到各州市县，

云南各级各部门在完善和落实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资助政策方面都下了大力

气。截至6月，云南省今年已下达义务

教育保障资金58.76亿余元，惠及学生

（含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558

万多人次；共投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学

生资助资金15.3亿元，资助129.28万

名学子。

在全省狠抓控辍保学的基础上，

各地也涌现出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在巍山县，控辍保学责任细化落实

到乡村两级的包村挂钩干部，以此确

保“零辍学”。因为平时长期无人照

顾，巍山县庙街镇盟石小学的翁方

雪、翁方权姐妹俩产生厌学情绪，辍

学随母亲一起到打工地点。在班主任

和任课老师多次劝返无果的情况下，

镇党委集合多部门开展劝返工作，并

为孩子的母亲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份收

入稳定的工作，两姐妹又和其他学龄

儿童一样回到了学校。

“授之以渔”改变贫困面貌

9年前，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突

出，加上家庭条件相对贫困，罗家华

选择来到巍山县职业高级中学汽修专

业学习。因为学习刻苦、技术突出，

罗家华毕业后被云南一家大型汽修厂

“挖走”。2015年，他回到学校的汽

修厂，成了一名“大师傅”，既负责

日常的汽车修理工作，也负责学校汽

修班的实操教学，每月的平均收入在

8000元左右。他经常用自己的故事为

同学们讲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

要性。

“罗家华在这里读书时，还需交

纳学费和住宿费，现在这些费用都已

经减免。”巍山县职业高级中学校长

李正良介绍，除了减免学费，家庭困

难学生还能领取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

学金和各类补贴，助其完成学业，掌

握一技之长。

“刨去自己的日常花销，还可以

给家里人每人添一件新衣，他们已经

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肖重科是曲

靖应用技术学校三年级的在校生，顶

岗实习3个月后，他又在厂里干了近半

年。“3个月的实习期后，平均月工资

在3000元以上，最近的这个月比较辛

苦，赚了5200元。”肖重科3年前初中

毕业，考虑到一家七口仅靠两亩土地

生活，他希望自己早日进入社会，为

家里减轻负担。“爷爷年初查出肺心

病要花钱，弟弟上普高开销也不少，

正是有了我这个‘顶梁柱’，家里才

在今年完成了脱贫出列。”虽然工作

辛苦，但肖重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

骄傲。

为帮助贫困家庭的学子完成学

业，云南除了持续加大对各地职业院

校的资助力度，还出台了《职业教育

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

协调上海、天津、江苏、浙江4省

（市）和东部10个职教集团对口兜底

式招录滇西10州（市）、高中毕业未

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

动力。

因为学生的年龄跨度较大、学

历层次不一，为了让云南的学子能够

在东部发达省市切实学到技能，云南

各县（市）还派出了跟读教师，帮助

学生们适应环境，李娜就是其中的一

员。李娜是祥云县教育局和县职中派

往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跟读

教师。在异乡，李娜关注学生们的心

态变化，适时进行指导和梳理，也帮

助云南学子在省外认真学习各项本领

和技能，与学生们成了好朋友。

本刊记者 王学勇 

罗家华依靠一技之长实现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