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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开学了，这笔贷款犹如
雪中送炭。”在潞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生
源地助学贷款窗口，顺利申请到助学贷
款的学子们满脸喜悦。

9月开学季临近，随着大学录取通
知书陆续投递到位，国家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办理也迎来高峰期。为方便大
学生办理助学贷款，潞城区教育局提前
安排部署，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增设
生源地助学贷款窗口，助力莘莘学子求
学圆梦。

在贷款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咨询和
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

从政策咨询、注册申请、信息审核、表格
打印到合同签订，大家在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的帮助下，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办理
完成助学贷款申请各项手续。

“我今天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时候，
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整个业务办理下
来不超过10分钟，我特别感谢这些工
作人员，也感谢国家为我们研究生提供
助学贷款，我会在读研过程中好好学
习，将来回报家乡、报效祖国。”今年成
功考取研究生的刘洋告诉记者。

近年来，潞城区把落实国家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学生资助政策作为保民

生、暖民心的工程来抓，构建“一站式”
服务，形成“线上+现场”双轨受理服务，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设两个受理窗口，
组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聘请3名大学
生志愿者协助开展贷款办理工作，实现
岗位“窗口化”、业务“精细化”，保障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安心求学。

“得知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可以
申请助学贷款后，我们全家都不用再为
学费犯愁了。国家的政策好，帮孩子圆
了一个大学梦，让她轻轻松松地去上大
学。”申请到助学贷款的学生家长靳春
苗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2024年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于7月15日开始办理，首次贷款的学
生要先在‘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或者国
家开发银行App注册好信息，然后和
共同借款人来现场办理，续贷学生可
以在网上自主签订合同。截至目前，
我们已为900余人办理了国家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区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
员成璐倩介绍到，“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更多更
优的服务和帮助，让每一个学生能够顺
利完成学业。”

本报记者 韦婧

潞城区

助学贷款“照亮”学子求学路

“五防自护”为健康成长护航
本报讯 记者丁德令报道：8月1日，“青春兴晋”武乡县

大学生志愿服务队队员走进该县丰州镇河西社区开展“五
防自护”宣讲活动。此次活动通过讲座、情景模拟、互动问
答等孩子们感兴趣的形式，让孩子和家长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五防”课堂上，志愿者通过PPT动画演示，紧紧围绕
“防灾害、防意外、防性侵、防拐卖、防校园暴力”五个方面进
行阐述，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孩子们深入学习安全知识，增强
自我安全防范意识。现场通过场景模拟不同的自然灾害和
意外事件，引导孩子们正确选择处理紧急情况的措施，面对
事故发生做到冷静机智，在确保自身生命安全前提下用科
学的方法自救互救。活动中，孩子们积极参与互动讨论，踊
跃回答志愿者提出的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今天的活动真有趣，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参加
活动的孩子们纷纷表示。对于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武乡县
将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持续开展法治宣传、防欺凌、
防电信诈骗等自护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
的良好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近日，清华大学“知行晋途”实践支队14名优秀队员走
进黎城一中，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志愿支教活动。活动中，支
教队员们运用独特的学习方法，为黎城一中学子开拓了全
新的视野，点燃了他们为梦想而奋斗的激情。

在支教队员的共同努力下，此次支教活动共完成150
多个课时的课程教学，覆盖9个班级的学生，除了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程外，还设置了特色课
程、备考讲座、操场演讲等创新课程。队员们明确分工、全
力合作，圆满完成了教学计划，远远超出了预期教学效果。

为加强与学生们的互动交流，支教队员们组织了“聊天
室”活动，利用课间、午休、放学等课余时间与学生们探讨学
习、生活、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耐心细致地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支教之余，队员们还分批前往黄崖洞革命纪念地和中
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北社旧址，在实地探访中感悟百折
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体会红色精神与壮丽山河相得
益彰的独特魅力。

短短一周的支教时间，队员们与学生们之间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离别前，双方互赠礼物以表心意，支教队员们自
主设计了8款定制明信片，共计400张，发放给了黎城一中
高三的学生们，明信片图案取自清华园的四季风景，以此激
发同学们对清华大学的向往。

清华大学“知行晋途”暑期社会实践是黎城县积极贯彻
落实全省“深化省校合作，共建12大基地”的一个缩影。今
后，黎城县将继续以暑期研学活动为桥梁，以红色文化魅力
为牵引，吸引更多高校学子驻足黎城、感悟黎城，与红绿辉
映、山水黎城并肩前行，共谱黎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丁德令

“知行晋途”实践支队
赴黎城支教活动圆满结束

武乡县

黎城县

潞州区马厂镇王公庄村举办第二届“潞部落艺术文创园”民俗文化节

近日，潞州区马厂镇王公庄村举办了第二
届“潞部落艺术文创园”民俗文化节。现场准
备了精彩的节目，欢快的歌曲、喜庆的舞蹈、幸
福的笑容，大家徜徉在欢乐的海洋里。

王公庄村泥塑文化艺术远近闻名、源远流
长。近年来，王公庄村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
径，把“黄土地泥塑”作为产业引领，建设了非
遗传承“黄土地泥塑展览馆”、“泥吧”体验馆，
打造“潞部落艺术文创园”，实现文化振兴引领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民俗文化节活动期间，王
公庄村的泥塑展览馆及“泥吧”体验馆全天候
开放，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了解、体验泥塑文化
的窗口。

今年，王公庄村与长治学院建立村校联
动，成立“潞部落数字乡村智创工作室”，打造
长治地区首家乡村文化及古建筑数字档案线
上体验馆，搭建线上观摩、游览数字化、浏览平
台和文创产品电子商务销售平台，为发展文化
产业和壮大集体经济奠定良好基础。本届民

俗文化节也在数字乡村体验室开设数字乡村
体验项目，通过佩戴VR眼镜，轻松实现村内古
建筑的线上参观。

王公庄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在环
境整治工作中，围绕发展产业的目标，在村中
蓄水池积极探索莲藕泥鳅混养模式，池塘周边
通过灯光、音乐、艺术装饰设计，营造如梦如幻
的荷塘景色，建设荷鱼种赏基地。漫步在村庄
内，一面面图文并茂的乡村文化墙也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使得整个村庄古色古
香，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民俗文化节将
文化和旅游元素融合，推出汉服古装秀、茶艺
表演、灯光秀、拍照打卡、品茶、品小米咖啡等
特色活动，利用农村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吸
引游客，推动乡村旅游，开展乡村农文旅结合
的全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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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游客在游客在““泥吧泥吧””体验馆里体验馆里““玩泥巴玩泥巴””。。

泥塑作品展示泥塑作品展示。。

汉服古装秀汉服古装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