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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新政赢得点赞无数

“助学贷款的受益者来了，曾就读于武汉理工
大学复合材料专业，目前已毕业工作，贷款也已还
完了。虽然中国公办学校费用不算高，但家庭突遭
变故，如果当时没有助学贷款，我还真可能辍学。”

“作为贫困生，真的超感谢国家政策，奖学金
和贷款就能基本解决大学的学费和生活问题，给家
里减小了很大压力。今后一定报效祖国，尽心尽
力。”

“我是靠借助学贷款读的大学，助学贷款让我
大学直面贫困，安心学习。以后我肯定好好报答社
会和国家。”

“感谢国家！我就是助学贷款的受益人！感谢
这个政策，让我可以继续读书，还有一年就可以毕
业了，我一定努力还上的。”

……
近日，在社交媒体“哔哩哔哩”上，一则题为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重大调整》 的新闻引来众多围
观者评论和点赞，其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是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纷纷写下自己的亲身经
历，表达对这项政策发自内心的欢迎和感激之情，
同时表示，努力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上述那则新闻其实就是介绍《通知》的具体内
容，将其归结为3个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助学
贷款还本期限从 3年大幅延长至 5年。二是助学贷
款期限从学制加 13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调整为学
制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三是今年 1 月 1 日
起，新签订合同的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执行。“两延一减”足
见有关方面对广大学子的关心、关爱之情和良苦用
心。而这一点显然也为他们捕捉到。有的在留言中
写道，还本宽限期延长2年，每个月还款的压力小
多了，真是体谅他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的推测
政策调整的原因，认为可能是有关部门考虑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冲击，让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们的还款压力小一些。还有今年即将进入大学就读

的学子兴奋地表示，幸逢国家助学贷款新政实施，
留言道：“今年7月刚高考完，真是赶上了。”

卅年发展体现民生温度

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利用金融手段解决贫困家
庭学生上学难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和支持高等教育
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
教育收费制度逐步实施，低收入家庭就学问题凸显
出来。为解决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力支付学
费、生活费等问题，我国制定实施了以财政贴息贷
款为手段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助
学政策。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中期。1987年7月，有关部门在总结全国85
所高校探索助学贷款工作的基本经验基础上，出台
了《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
法》，主要用于解决学生生活费用，但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贷款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受到困难学子
的欢迎和社会积极评价。1999年6月，在高等教育
扩招大背景下，《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

（试行）》付诸实施，在北京、西安等8个城市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试点工作。

2000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关于助学贷款的若
干意见》 和 《关于助学贷款的补充意见》，明确规
定可以采取信用担保方式申请助学贷款，进一步拓
宽了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渠道，国家助学贷款由此
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标志着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
逐步取代了困难学生向学校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制
度初步建立。 此后，教育部等下发了 《关于切实
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实行确
保经济困难学生能够及时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的“四
定”“三考核”政策，并调整财政贴息和实行灵活
的还本付息方式，加大对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
监督检查力度。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
分会副会长白华提供的统计数据，到 2002 年 6 月，
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金额达到18.6亿元，受惠学
生超过 100 万名。2006 年 9 月，国家开始启动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机制等，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助学贷款
制度的相关内容。

2007年8月，国家开始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的试点工作，标志着国家助学贷款进入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存，并向以后
者为主转移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2014年 7月，2015年 7月，相关部门连
续出台两个相关文件，对接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
把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6000元提高到12000
元；把最长贷款期限从14年延长至20年。今年7月
下发的《通知》延续之前的政策逻辑，在还本期限
等3方面作出重大调整，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助学贷
款政策的民生温度。

“应贷尽贷”彰显鲜明特色

国家助学贷款基本实现了“应贷尽贷”的目标，
为中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也
成就了一代代学子的人生梦想。据统计，从1999年
至2019年间，国家助学贷款共计发放近2420亿元。

历时30多年发展，中国助学贷款政策适应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和学生资助工作发展的实际，不断拓
展国家助学贷款的服务面和贷款额度。追踪其政策
的发展脉络，分析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具有以下
鲜明的特点。

贷款条件逐步放宽，受惠面显著扩大。白华介
绍说，国家助学贷款早期试点阶段规定，相关贷款
需要提供担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其所处的现实
环境，难以找到符合规定条件的贷款担保人，高校
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为贫困学生贷款提供风险担
保。很快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将国家助学贷款变
更为无需担保人的信用贷款并溯及既往。在财政贴
息的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对象上，由全日制本、专
科学生扩大至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

不断减轻贷款学生的压力，加大优惠力度。相
关政策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还款期限”和

“利息”两大核心进行的。在“还款期限”方面，
2000年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贷款学生毕业之日起
开始偿还，毕业后4年内还清。2004年，相关政策
调整为贷款学生毕业1至2年后开始还款，毕业后6
年内还清。2015年的政策规定，贷款最长偿还期限
大幅延长至 20 年，还本宽限期从 2 年延长至 3 年。
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在还本期限和贷款期限方面进一
步延长。在“利息”方面，2004年出台的相关政策
改变了此前在整个贷款合同期间对学生贷款利息给
予50％财政补贴的做法，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
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全部自付的办
法。近日新出台的政策规定，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新签订合同的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减30个基点执行。

发挥导向作用，促进人才更加合理布局。根据
白华介绍，有关方面，注重发挥国家助学贷款偿还
方面的政策导向作用，出台优惠政策，引导人才流
动。比如，《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暂行办法》、《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毕
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明确规
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中西部偏远地区和基层艰苦
单位就业以及应征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
偿，极大地激发了毕业生到偏远地区就业和参军入
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优
秀人才，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泛喜马拉雅地区包括横断山、喜马拉雅
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东北部；
东起中国西南部，经缅甸东北部、印度北
部、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北部，西至阿
富汗东北部的瓦罕走廊；东西长约 2500 公
里，南北宽 200-300 公里，总面积仅有 157
万平方公里，但全球 8000 米以上的高山仅
有 14 座，这里就占 10 座，素有“世界屋
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之称，构成
地球上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

泛喜马拉雅是神奇的生物宝库，这里山
高谷深、气候多变、环境复杂，植物多样性分
化极为强烈，全球 32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这里就占有3个。中国被称为“世界花园
之母”，而众多著名花卉来自这里。这里的高
山花卉堪称世界之最，如多姿多彩的杜鹃
花、马先蒿、报春花、龙胆等大属的大部分
种类在此生长。根据我们的初步数据，该地
区植物物种数约2万，是欧洲的两倍，比美国
和加拿大加起来还多。然而，这里大地震和
泥石流频发；刀耕火种、过度采挖现象也很严
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容乐观。

19 世纪，英国人在这一地区采集大量
植物标本，存放于英国皇家植物园和博物
馆。上世纪 60 年代后，日本人在尼泊尔、
美国人在缅甸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中国境
内曾有3次大规模植物采集，分别为19世纪
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西藏、滇西北和川西进行的采集，上世纪
30-40年代由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组织的滇西北和川西
采集，以及上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青藏科考。

泛喜马拉雅地区虽有一些零散的区域性植物志书，包括19世
纪 80 年代的 《英属印度植物志》、上世纪 80 年代的 《不丹植物
志》和《巴基斯坦植物志》，国内则有1983-1987年的《西藏植物
志》和1993-1994年的《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但这些志书不仅零
散，而且年代久远、水平高低不一，远不足以反映生物多样性的
现状。近年，仅在喜马拉雅山东段考察和研究就发现 200多个植
物新物种。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在上述背景下启动，旨在充分利用现有标
本和文献，开展重点地区和空白地区的补充考察和采集，进行总结、
集成和提高，完成一部世界上内容最丰富、最有特色的自然地理区
的植物志，为整个泛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提供本底、濒危状况
完整数据，为保护世界上最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是植物学领域由中国主导的第一个重大
国际合作项目，其规模之宏大、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之多，创
本领域国际纪录。我们不仅赢得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尼泊尔、印
度、巴基斯坦、缅甸等专家的积极响应，而且吸引英、日、美等
国的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国际著名生物学家雷文 （P.
Raven） 积极为此项目出谋划策。

项目开展10年间，我们对该地区开展了15次大中型野外综合
考察、400 余次专科专属类的小型考察，采集植物标本 9.3 万份，
拍摄植物照片 10 万张，获取了该地区珍贵的第一手植物本底资
料。在此基础上，我们编著了 8 卷 （册） 的 《泛喜马拉雅植物
志》已由科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与现有的植物志不同，除一般植物志内
容外，还包括标本引证、分布地图、模式标本考证和讨论等，还应用
了分子系统学、系统发生基因组学等研究方法和数据，居群生物学
的理念和方法，以及统计分析方法，出版后立即受到国内外高度关
注和评价。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院士表示，《泛喜马拉雅植物志》把
植物志的传统内容与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和手段紧密结合，代表了
植物志的国际最高水平。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伊萨 （Ihsan Al-She-
hbaz） 博士是该项目组重要成员，他曾主持过北美植物志、中美
洲植物志、南美洲植物志等十多部植物志中的十字花科的编研。
但他认为自己主持编研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十字花科代表了
他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他最满意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泛喜马拉
雅植物志》主编，被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即“恩
格勒金质奖章”，是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

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三西路海口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服务
点，一名大学生在阅读相关信息，了解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事宜。（资料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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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近日，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
交通联合研究中心、高德地图等共同发布《2020第二季度中国主要城市
交通分析报告》，首次推出“路口延误指数”，基于路口的停车延误和停
车次数，对全国50城市信控 （红绿灯） 路口服务水平进行等级评价。结
果显示，早晚高峰时段服务水平较低路口占比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珠
江三角洲，排名前三位城市分别为深圳、东莞和西安，占比分别为
10.2%、8.5%、6.6%。

此前，高德地图已上线“明镜系统”，从多维度对影响城市交通的因素
进行扫描，提供城市交通运行“体检报告”，为精准化综合施策提供依据。为
进一步破解交通治理的难题，加强更加精细化的交通管理，高德地图上线

“交通医生”，可评诊治城市各类堵点，找到病因“对症下药。 （文 心）

“交通医生”问诊红绿灯“交通医生”问诊红绿灯

我是 2003年参加高考的，考的是
全国卷。那年高考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两
件事:一是数学奇难，以至于有人在考
场大哭。二是心里害怕，担心考上大学
以后，家里穷，学费、生活费没有着
落。虽然听老师说过国家助学贷款，但
又听说申请很难，也没有渠道去打听。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一所位于中
部某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同时收到
了应缴学费、杂费的清单。学费一年是
4400元，住宿、书本等杂费大约是2000
元。如果再算上生活费、交通费，即便
省吃俭用，也至少需要1万元。

1万元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也
许并不算什么，但在一线城市房价还只
是每平方米四五千、白领月薪也就一两
千元的16年前，1万元是一笔不菲的

“巨款”。我才刚刚尝到冲过独木桥的喜
悦，就立即要为学费发愁了。幸运的
是，在那封装有录取通知书的邮件里，
还有一本薄薄的绿色小册子，三言两语

地介绍了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政策、流
程和咨询电话。我打通了咨询电话，接
听的女老师明确地说 :“没有学费没有
关系，只要人来学校就可以了。学校有

‘绿色通道’，可以申请办理助学贷款，有
其它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勤工俭
学。”她说得太斩钉截铁了，以至于我
都不敢相信。两天后，我第二次打过去，
再一次得到了“没有学费也可以报名”的
保证，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那
年9月，我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2000元
生活费，拿着录取通知书，买了一张半价
优惠火车票，只身一人去学校报到。果
然，咨询电话里的声音没有骗我，“没有
学费也可以报名”是真的，可以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也是真的。

此后7年，我多次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顺利完成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那些
贷款在我工作两年多后，全部还清了。
其实，这既是我个体的经历，也是千万国
家助学贷款受益者的共同记忆。

助学贷款护航学子中国梦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近来，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揭晓，广大考生根据
自己的成绩，综合个人爱好、择业方向等因素填报录取志
愿，选择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精心设
计的录取通知书效果图不时在网络媒体上展示出来，可谓
特色鲜明、五彩缤纷、赏心悦目。

精美的录取通知书很快将飞到学子们的手中，他们将
叩开高等学府的大门，开启大学生活。在即将迎来崭新的
人生阶段之际，他们与万千高校学子一起收获了一个沉甸

甸的“大礼包”。近日，教育部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加大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减轻贷款学生经
济负担。这是继2015年7月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以来的
又一重要举措，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为广大学子特别是贫
困家庭学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帮助
他们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没有学费也可以报名”
李 戈

湖北省保康县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在开展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作者洪德元近影作者洪德元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