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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7月1日开通，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

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

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从2005年教育部首次开通以来，高

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已连续开通20年。

——这个热线电话，主要为学生和家
长提供哪些服务？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长期

为大学生与家长提供国家学生资助政策

咨询服务，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高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起初，这一热线电话主要服务于国家

助学贷款的政策咨询和办理流程，是学生

和家长了解资助政策的重要途径。

如今，伴随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丰富完善，热线电话的受理内容不仅涉及

助学贷款和奖助学金等，还包括服兵役高

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

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资助政策。

——来自不同地区、面临不同困难的
大学新生，需要的帮助各不相同，如何得
到满足？

2023年，教育部首次对全国所有市、

县暑期热线电话工作作出统一部署，形成

“中央、省、市、县、校”五级学生资助热线

电话网络，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加快捷准确

了解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而这些热线电话所提供的咨询服务

也各有侧重。

其中，教育部热线电话全面受理各类

国家资助政策咨询与问题投诉；省级热线

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

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

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中央部门所

属高校热线电话则主要受理与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校内奖助学金等

有关的咨询。

也就是说，大学新生们可以结合自己

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拨打相对应

的热线电话。

——如何确保咨询电话服务准确对
接到学生个体？

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学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这些年，学校平均每年接到的热

线电话数量为1500个左右。他们在为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咨询和

帮助的同时，各学院还安排专人与每一位

新生进行电话联系，确认是否存在经济困

难，并向家庭经济困难且有资助需求的新

生提供可行建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主任黄方梅告诉记者，针对学生

资助热线反馈的内容，工作人员不仅要

力所能及做好解答，还会积极参与学生

资助相关资料核对等方面工作。“学生拨

打县级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不仅可以咨

询政策，还可以电话预约申请办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手续。”黄方梅说。

——如何确保大学新生顺利安心入
学？

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原有工作基础

上，全面梳理以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为主

的新生资助体系，既提供经济支持，又注

重建立情感联结，鼓励学生在思想上有困

惑、生活上有困境、学业上有困难、心理上

有困扰时，第一时间找学校倾诉解决，更

好发挥“资助育人”实效。

“在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之外，我们注

重在招生、报到、毕业三个时间点，学

校、家庭、社会三个层面，以及线上和

线下，开展资助政策宣传，提高政策知

晓度。”青海省教育厅学生事务服务中心

副主任章海涛介绍，“我们还协同青海省

招生考试院，在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计

划中，刊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致

初、高中毕业生‘两封信’，要求省内高

校随同录取通知书寄送相应学段资助政

策简介。”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区持续出
现强降雨，多地受灾。如何帮助受灾学生
和家庭共渡难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任全斌介绍，广西多所高校启动了灾

区学生家庭受灾受损情况排查及帮扶工

作，开通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发放通

道。不少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

布相关公告，开通服务热线，学生可与

辅导员等联系说明情况，提交申请，学

校将根据学生受灾情况予以相应的资助。

记者还了解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学校运用智慧资助

平台摸排和学生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

式，快速精准为受灾学生发放补贴，保

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学校还启动专项临

时困难补助通道，简化申报程序，系统

申请审核通过后，学校及时把补助资金

发放到学生银行卡，保证学生安心求

学。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连日来，记者探营即将召开的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现，AI技术不断创

新，正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好帮手；运用

前沿数字科技帮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

未来中国也可以遇见古老中国。

数字化修复
让古籍再次被“看见”

走进合合信息的展台，一幅高清的

“敦煌遗书”吸引记者目光，在生成式AI

技术的加持下，残卷正被数字化修复。公

众可在不同位置扫描样本卷轴，见证AI

如何通过字形修补、褪色修复、背景补全

等，让古籍再次被“看见”。

“敦煌遗书”指的是1900年在莫高窟

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多种文字的写本、

印本、拓本组成，时间从4世纪至11世

纪，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

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为“中国中

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合合信息展位工作人员许圆圆说，由

于其分藏于数个国家的数十家收藏机构

中，缺乏完整的联合目录，对学术界的体

系化研究造成巨大干扰；岁月侵蚀，古籍

还面临材料老化、环境侵蚀、内容缺失等

多重考验。

许圆圆说，AI古籍修复模型具备优

秀的图像处理能力，可助力古籍文献中存

在的模糊、阴暗等图像质量问题的解决；

模型还可以智能学习不同古籍文字风格、

纸张背景，对损坏区域的字体内容、风格

进行高度还原，尽量确保文字风格和背景

与原古籍的一致性，修旧如旧。

“智能高清滤镜”
看清1毫米长的微雕文字

历史不止于书，还在生活的方方面

面。通过“智能高清滤镜”，能从4厘米长

的核桃上，提取每个字只有1毫米长的微

雕文字，“核舟记”蕴含的精巧、细致之美，

正在被AI以另一种方式续写；站在数字

人祖冲之面前，不仅可以再现古人风采，

还能互动对话，得知自己的生日和圆周率

的哪一段重合……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现场，这样的AI应用别具一格。

“了不起的甲骨文！”腾讯展台展现了

研究人员怎样开发甲骨文检测、识别、摹本

生成、字形匹配以及释读等方向的智能算

法，助推甲骨文研究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

甲骨文是汉字源头，是迄今为止中国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为古文

字研究和传承、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第一

手史料。但是，甲骨自然损坏速度较快，

保存、展示、利用不易，且出土甲骨分散收

藏于国内外。

近年来，得益于AI技术的快速发展，

探索AI与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成为新解

题思路。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腾讯优图实验室

等单位，在吸纳业界最先进的研究资料

后，开发出甲骨字检测模型，大大降低甲

骨文研究的门槛。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甲骨文的

破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机遇。我们正

在尝试用数字技术，助力甲骨文考释的需

求，包括文法分析、释文翻译、辞例拟补、

残字补全、辞例辅助缀合等。”安阳师范学

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

责人刘永革说。

在腾讯数字文化实验室负责人舒展看

来，技术团队一直在探索用人工智能助力

甲骨文“破译”和活化利用，和行业伙伴共

创甲骨文AI考释破译的新算法、新工具、

新方法，守护中华文脉、焕活汉字源头。

（据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 记者周
琳、孙青）

教育部开通资助热线
能为困难大学生提供哪些服务？

AI修复“敦煌遗书”残卷 对话数字人祖冲之 助力“破译”甲骨文

AI助力守护中华文脉
——探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核雕上的微雕文字能被AI识别。新华社记者周琳摄AI古籍修复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厅中的展示。新华社记者周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