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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关于高校贫困生扶贫工作的探讨

段　竹　崔　岩　刘　尊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

务的地方。高校如何帮扶贫困生，使得贫困生顺利步入社会，从

而能为社会服务，也是高校的一个职责所在。通过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对于高校如

何对贫困学生进行扶贫，有义务做出些思考。本文遵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导思想，从“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如何退”四方面提出高校如何帮扶贫困生的一

些想法和办法，希望帮助贫困生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有良好

的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顺利步入社会，进而为社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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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

理论中国化新境界，为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

作出了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脱贫、如何脱贫、如

何保证脱贫效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两个确保”的

目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六个精准”的扶贫方略、“五

个一批”的实践路径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总结了“六

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脱贫要从方法路径上重点解决“扶

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要问题。

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地

方。高校如何帮扶贫困生，使得贫困生顺利步入社会，从而能为

社会服务，也是高校的一个职责所在。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对于高校如何对贫

困学生进行扶贫，有义务做出些思考。学校每年入校的学生众多，

如何进行贫困生识别，是高校贫困生扶贫的首要任务，如何对贫

困生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心。

一、关于“扶持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解决好“扶持谁”问题，我们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回头看”和甄别调整，不断提高识别

准确率。高校可以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开展精准

扶贫，逐院进行贫困生识别。学生一进入学校，就会建立个人详

细资料。学校依据学生的个人信息，逐院逐个开展贫困生识别。

对于识别出的贫困学生，建立单独的贫困学生档案。通过“回头看”

和甄别调整，不断提高识别准确率。

二、关于“谁来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解决好“谁来扶”问题，全国累计

选派 300 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

扶，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高校帮扶贫困生的工作，

除了学校本身参与，也需要学生辅导员、教师等的全面参与，

加大帮扶力量。高校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为全校学生提供实践

的平台，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强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

高校不断开展各种类型的学科项目和竞赛活动，全方位为学生

提供锻炼能力的平台。学生辅导员密切关注贫困生，让贫困生“动

起来”。学生辅导员经常和贫困生进行联系和交流，树立贫困

生的自信。任课教师积极鼓励和指导贫困生参与各种项目和竞

赛活动。学生辅导员、任课教师全员行动起来，从不同途径和

方式对贫困生进行帮扶，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他们的

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关于“怎么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因地因人制宜，缺什么就补什么，能干

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指导思

想，也非常适合高校扶贫工作。对于高校贫困生，也要因人制宜，

缺什么就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每个

贫困学生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也不一样。要因人而异。

对于学术能力强的学生，学生辅导员可以联系相关任课教师，让

教师参与进这类学生的帮扶工作中。教师指导学生积极申报项目、

参加竞赛活动和参加校企合作项目，让学生利用自己的学术特长，

提升自己的学业能力。有的学生喜欢社会活动，学生辅导员可以

鼓励和帮助这类贫困生在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特长或者爱好做些

社会兼职，增强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对于“不爱动”的

贫困生，学生辅导员和教师都参与进来，积极鼓励他们要“动起来”，

不能“坐等帮助”，要利用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积极参加各种活

动。高校扶贫不能忽略贫困生的心理健康，要鼓励他们以乐观和

积极的心态融入群体，融入校园生活，提升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

让贫困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四、关于“如何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解决好“如何退”问题，提出 4 句话，

即：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实行逐户销号。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思想，高校对于建立了贫困生档案

的学生，要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从贫困生

进校建档起，就开始制定帮扶计划，设定帮扶时间表。学生辅导

员和教师从学生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等综合制定帮扶时间表，

紧密观察学生情况。学生辅导员和教师经常沟通，查看帮扶效果。

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期间，需要学生辅导员和教师密切留意贫

困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健康。在大学三年级期间，观察贫困生参

与项目、竞赛或者社会实践等的情况，评估学生是否真正“动起来”。

大学四年级上半学期，可以留出缓冲期，不定期让贫困生汇报自

己的情况，评估学生自我提升的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

学四年级下半学期，在帮助学生就业或者学业提升指导的同时，

可以开始逐步退出帮扶，最终引导贫困生以优良的心态步入实习

岗位、工作岗位或者新的学业阶段，进而为社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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