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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大大学学设设立立““爱爱心心银银行行””
专门为贫困学子提供无息贷款资助

1月19日，聊城大学4名贫困学生通过无息贷款的方式，解决了无
钱回家等问题。这4名学生也是聊城大学“爱心银行”成立后，首批获得
无息贷款的贫困学生。

聊城大学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联合校资助管理中心成立“爱心银
行”，开展短期贷款业务。通过“爱心银行”窗口办理无息贷款，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和有突发事件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来解决学生
临时性经济困难。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钱包丢失，找“爱心银行”贷款回家

临近放假时间，聊城大学
农学院大二年级的一名刘姓
同学不慎将钱包丢失，由于身
份证、各类银行卡、校园卡等
均在钱包内，结果导致连吃饭
都成了问题。后来虽然在同学
和老师的帮助下，解决了吃饭
等日常生活问题，可回家的路
费还一直没有着落。临近期
末，周围同学普遍手中也不怎
么富裕，正当其一筹莫展的时
候，突然发现学校1月15日公

布了“爱心银行”即将成立的
消息，按照相关规定，他通过
学院负责人提出了贷款1000
元的申请，没曾想成为了“银
行”成立后首批拿到贷款的同
学。与刘姓同学经历相似，来
自数学科学学院的路姓同学
也是不慎将财物丢失，打算通
过“爱心银行”的贷款解一时
之困。在贷款的同时，他们承
诺下学期返校后，就会想办法
将贷款及时还上。

另外两名贷款的学生，则
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因为回
家的路费目前还没有着落，就
各自向“爱心银行”提出了贷
款500元的申请，等下学期返
校后再想办法偿还这笔费用。
针对这两名贫困学生的特殊
情况，“爱心银行”在及时发放
款项的同时，还允许他们最晚
在下个学期的期末将贷款还
上即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再
另外想办法。

据聊城大学“爱心银行”相
关负责人吴科启老师介绍，“爱
心银行”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充
分体现服务宗旨，在当前各类
救助体系大框架下进一步完善
学生服务体系。

“爱心银行”是由聊城大学
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联合校资
助管理中心成立，开展短期贷
款业务。通过“爱心银行”窗口

办理无息贷款，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和突发事件的学生提供
必要的资金支持，解决学生临
时性经济困难。

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机构，
“爱心银行”资金的来源主要有
3个方面，一个是接受社会企事
业单位或爱心人士进行捐助，
另外两个则是倡议学校师生自
愿无息存钱到“爱心银行”或从

学校的困难经费中提取部分资
金。目前“爱心银行”已经筹集
到20万元的启动资金，由山东
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接下来将根据贷款人数的
需要，再倡议全校师生进行无
息的爱心存款。“也就是说，爱
心银行里不仅贷款没有利息，
存款同样也是奉献爱心性质
的，不会支付利息。”

不仅是这4名拿到贷款的
学生，目前在聊城大学不少
经济困难的学生都在打听是
否符合“爱心银行”的贷款条
件。

吴科启介绍说，“爱心银
行”的贷款金额需根据学生经
济困难的情况进行申请，一般
不超过1000元，贷款的期限一
般不超过一个学期。申请贷款
的学生必须是聊城大学家庭
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

在校期间突然出现经济困难，
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没有
其它经济支持渠道；诚实守
信，无不良诚信记录。目前暂
时不对大学最后一学年学生
开展这项业务。

贷款不需要各类抵押，一
般来说由个人提出申请，填写
申请审批表后，由所在学院负
责学生资助的辅导员老师对
学生基本情况进行核实签章，
然后再由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签字。最后，由“爱心银行”进
行调查核实后，款项一般很快
就能发到贷款学生的手中。

通过“爱心银行”开展贷
款业务，主要是用来解决学生
燃眉之急。为了保持资金的良
性运转，外借的款项必须及时
返还，否则会影响资金的正常
运转，影响对其他学生的帮扶。
对不按时还款的学生，由学院
负责催款，并由学院记入学生
诚信档案。

全全市市实实行行住住院院分分娩娩实实名名登登记记

本报聊城1月19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萍) 19

日，记者从聊城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获悉，全市全面推行住
院分娩个案登记网络直报制度，
住院分娩实名登记管理系统。目
前，聊城市已按照相关要求开展
落实。

19日，记者了解到，聊城市
住院分娩实名登记网络直报系
统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用，所
有助产机构需将住院分娩个案
信息录入“住院分娩实名登记管
理系统”，实现住院分娩查验证
明、实名登记、个案直报同步实

施，确保出生信息登记准确、上
报及时。

该项制度实施后，所有助
产机构需通过住院分娩实名登
记管理系统将住院分娩个案信
息直报省卫生计生委信息中
心，实现住院分娩查验证明、实
名登记、个案直报三个100%，确
保出生信息登记准确、上报及
时。建立和实行住院分娩个案
登记直报制度，有利于全市各
级准确判断人口形势，特别是
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
理，提高卫生计生工作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东东阿阿近近七七成成财财政政支支出出用用于于民民生生
本报聊城1月19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
局获悉，2014年东阿县公共财政
预算9项重点民生支出合计11 . 8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9 . 4%。
记者了解到，具体到各项支

出方面，东阿县拨付义务教育保
障经费2437万元，拿出440万元
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发放
教科书，惠及3 . 1 4万名中小学
生。拨付1330万元用于校舍标准
化建设，拨付普通高中、中职、学
前教育助学金286万元，4749名
困难家庭学生受益。投入979万
元建成第三实验幼儿园，投入
285万元推进校车安全，被省赋
予“东阿模式”向全省推广。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并
轨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各级财
政投入9976万元，其中县级投入
达到2556万元，占投入总额的
25 . 6%，年人均补助320元。

首次将失地农民补偿纳入
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基础养老金

由人均60元提高到75元，为6 . 2

万参保人员发放5200万元。城
镇、农村低保标准线分别提高至
4320元、2400元，年人均发放2688

元、1680元，全年累计发放1234

万元。五保集中、分散供养提高
至4800元、3360元，首次为低保
户和五保户发放电量补贴93万
元。为80岁以上低保老人、90岁
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及百岁
老人长寿补贴155万元，义务兵
优待金提高至每户每年10037

元，累计发放391万元。
基层文化投入方面，安排40

万元用于图书馆、文化馆和部分
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争取省级
文化产业资金100万元用于阿胶
养生文化苑开发。

提高津贴补贴水平。落实
1000万元，调增驻乡镇工作机关
事业人员津补贴，安排4050万元
消化上年增资翘尾，7月份起全
县月人均增资330元，下半年县
财政相应增加支出2700万元。

阳阳谷谷医医疗疗保保险险实实行行城城乡乡一一体体

本报聊城1月19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

局获悉，日前，阳谷县已根据根
据《聊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
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进行整合并轨，并于
2015年起，实行城乡一体的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截至目前，
共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6600万元。

据悉，从2014年12月19日至
12月31日，阳谷县财政局积极
开展201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集中缴费工作，进一
步解决基层百姓就医难、看病

难的问题。
自缴费工作开展以来，通过

发放宣传单、贴标语等形式，对
新政策进行解读，积极宣传和鼓
励城乡居民参加2015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时，确定基
层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积极落实
参保缴费标准。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实行年缴费制度，2015年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为城镇居民医疗
和新农合并轨的第一年，实行新
的缴费标准，缴纳标准为人均
500元/年，其中个人缴纳120元，
政府补助380元。截至目前，共缴
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6600

万元。

不需各类抵押，挺受学生们欢迎

贷款没利息，爱心存款也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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