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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教体制改革的深入，确立了收费制度，高校学生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一贫困

生。为实现"决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标，党和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帮

困基金。以基金为依托，开展勤工助学活动，让大学生通过实践锻练，获取一定的报酬资助学

业，已成为一种值得推广的解困方式。据统计，仅华东师范大学去年就有9000多人次参加勤工

助学，总收入达594万元①。但从目前情况看，勤工助学岗位总体上还供不应求，矛盾很突出。要

改变这种局面，除加强宣传，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外，作为组织管理部门，应该做哪些工作?结

合工作实际，笔者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1998-05-06收到

①张 蕴. 1998. 决不让一个大学生辍学一一上海市帮助贫困大学生纪实. 解放日报. 4.10， 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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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正思想，提高认识

近年来勤工助学活动的开展成效显著，且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和支持。从大学生角度来

看，他们普遍对勤工助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但不少大学生都忽略了最根本

的一点，即勤工助学的育人作用。也就是说，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勤工助学，不仅仅是为了

获取一定的报酬，更重要的是通过勤工助学来锻练自己，培养自己，提高自己。通过勤工助学这

种自我教育的实践形式，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才是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真

正的意义所在。

目前，勤工助学岗位一方面是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很多大学生以"天之骄子"自居，对脏、

累、苦之类的工作不屑一顾，认为这类工作层次低，不适合大学生，自动放弃了不少机会。但是，

那些在国外勤工助学的留学生中不也有人干那些又苦又累，报酬又低的工作吗?难道在国外可

以做的事情在国内就不能做吗?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是通过当年在

法国勤工助学的锻炼，增长了才干，并为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很显然，这里有一个观念

问题，有一个对勤工助学的认识态度问题。可以设想，如果大学生们能够端正思想，真正认识到

勤工助学于育人的作用和意义，自觉地、积极地投身到勤工助学活动中去。那么，勤工助学岗位

就会被充分地加以利用，从而供求矛盾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2 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竞争上岗能力

勤工助学岗位的开发受到待岗、下岗人员以及外来人员和民工的挑战，受到大学生本身技

能的制约。所以，结合日常教育，对大学生进行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大学生的竞争能力，逐步

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就显得很有必要。上海铁道大学自实行五天工作制以来，举办了双休日培

训班，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必须取得培训班颁发的结业证书，掌握一门技能才准予毕业，才有

资格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这样做 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同时也为他们

参加勤工助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能的掌握意味着机会。以《解放

日报》双休刊的销售为例。同样是卖报，但铁道大学学生的业绩远远超过其他兄弟院校，其中原

因就在于铁道大学的卖报员在加入卖报队伍前大多接受过双休日培训班的有关销售知识的培

训，掌握了一定的销售技巧。由此想到，我们可以借鉴铁道大学的做法，结合学校实际，建立勤

工助学培训基地，为大学生提供上岗前的技能培训，从而为开发勤工助学岗位创造条件。通过

基地，我们甚至可以请医科大学的学生到水产大学举办有关家庭医疗保健、急救方面的培训

班，请水产大学的学生到医科大学开办室内鱼缸养鱼的培训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相提

高。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对大学生的礼仪训练、形体训练，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只有技

能和素质兼而有之，真正具备了竞争上岗能力，大学生们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勤工助学机会。

3 加强基地化建设，保障岗位的相对稳定

岗位分散、流动、不稳定是勤工助学活动的特征之一。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勤工助学岗位时

多时少，随时都面临着流失的危险。相胆地，也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使勤工助学活动时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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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轰轰烈烈，时而又余音缭绕，近乎销声匿迹。勤工助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而受到制

约。所以，对勤工助学的组织者来说，如何保障岗位的相对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

通过近几年的勤工助学实践，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基地化是保障岗位相对稳定的最佳方

法，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够采取的办法②。所谓基地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在校内建立勤

工助学基地。分两种形式:一是以高校勤工助学办公室为全校勤工助学的基地和大本营，依托

办公室开展活动，尤其是将平时分散的岗位集中起来加强管理，做到有秩序，有条理，"形散而

神不散飞二是在办公室的领导下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功能相对集中的勤工助学基地。这种基地

可以从培养学生骨干出发，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提倡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如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学生自助商店、书报亭、文印室等。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成立面向社

会的经济实体。通过将勤工助学机构实体化，实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飞以稳定勤工助学形

式，确保岗位。复旦大学的光华科技服务公司，上海交大的昂立科技开发公司等都是很成功的

例子。

4 多途径寻求合作，把握每一个机会

勤工助学岗位的开发要充分发挥高校勤工助学办公室、全体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出击，

多方面寻求合作机会。1995年，市教委学生处和社会企业合作成立的上海爱生高校勤工助学有

限公司在这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爱生高校勤工助学有限公司成立后，在中国纺织大

学、上海水产大学等高校设立的爱生连锁商店共吸纳了近百名大学生参与勤工助学。另外，要

加大宣传力度。1996年，华东师大勤办在上海声讯台开设了勤工助学咨询热线电话。随后，他们

又和上海青年报社合作，成立了联合家教中心，在《青年报》、《生活周刊》、电话局的语音信箱上

做起了家教广告和咨询服务。我们还可以通过勤工助学基地主动地与企业建立良好的、稳定的

合作伙伴关系，定期或不定期地为企业提供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服务，包括为企业员工子女提供

家教服务等，使企业成为高校勤工助学的"外围"基地。我们也可以和社区、街道合作，组织便民

服务队，利用双休日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们就有可能建立岗位

信息库，并和兄弟高校合作，实行资源共事，优势互补，从而使每一个可能的机会都尽可能得到

落实。

总之，岗位的开发是勤工助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大学生是当今社会中最敏感，最具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开辟未来，创造未来的一支生力军，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为他

们创造的勤工助学岗位已越来越多。只要我们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充分调动、挖掘大学生的各

种潜能，并辅以技能培训，相信勤工助学岗位将越来越能够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从而推进勤

工助学的发展进程，最大限度地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作用。这不仅对大学生今天的学习，乃至

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都大有好处。

②章华明，杜义美，印 忠. 1997. 勤工助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初探.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以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