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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决定跳江 只为解救一只被困野鸟
事发水域属于嘉陵江内河，当事人会游泳 岸上同伴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应急准备

据湖南科技大学消息，湖南科技大学根据
食堂收款机的流水，统计全校全日制学生（含本
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在食堂的就餐消费大数
据，对在食堂消费次数多、每餐平均消费额度低
的学生发放餐补。

餐补将在学期的期初和期中分4次发放，每
次发放25万元左右，全年累计发放100万元，直接
充入学生饭卡。对于学校的这一做法，网友纷纷
点赞表示支持，称其为“别人的学校”，并表示被学
校悄悄打钱给学生维护自尊的行为“暖到”。

湖南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梁宏军告诉
记者，自 2022年 12月起，学校后勤处和相关职
能部门就开始为这一暖心计划进行商讨，整个
寒假期间，学校也都在为计划的实施做着努力。

“假期时我们就对消费数据进行了统计。”

梁宏军说，他在查看统计数据时发现，有一名学
生的情况十分特殊，每餐都在固定的档口吃一
个菜，平均下来，一天只花 11元吃饭。梁红军
说，他为此特意去食堂找打饭的阿姨了解情
况。“阿姨告诉我，这个男孩的情况和我们统计
的一样，每餐吃的很少，消费很低。”

梁宏军说：“男孩的情况对他和学校其他老
师触动很大，平时在跟学生接触的过程中，知道
有些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他也许出于
自尊或者个人面子的问题，不愿意跟老师和同
学说，所以我们希望通过食堂以及平常的这种
日常的监控，让他们得到相应的帮助。”

在综合考量后，学校最终确定了餐补发放
人选择确定的办法。首先由后勤管理处从就餐
率不低于全校平均水平的学生中选出餐均消费
最低的3000名学生，数据来源则是学生平时在
学校使用校园卡和云闪付汇总以后再统计分析
的。然后，学生工作处资助办公室对入围名单

进行贫困生身份核实，如属于贫困生，则按200
元进行发放。

如暂未列入贫困生行列，餐均消费较低的
学生也按每次200元的标准发放。剩余入围学
生分性别按餐均消费额从低到高排序，以每人
100元的标准分配。

梁宏军告诉记者，他们算了一下，学校的早
餐如果只吃面点的话大概花费为 5元左右，中
餐吃保障餐的话是 8元左右，特色餐则要 10
元。“像那个平均每天只花费 11元的男孩，100
元补助金就够他用 9天了，200元则够他用 18
天了，虽然不多，但多少可以帮助他解决一些困
难。”梁宏军说。

据悉，这个季度湖南科技大学将有2059名
同学收到100元或200元的补助金，补助金预计
在3月底发放到位。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就餐消费数据统计结
果将作为贫困生评定与调整的依据之一。学校
还将通过多种手段，不定期查核就餐补助发放
对象的相关信息，力求将就餐补助发给家庭真
正贫困的学生。对于特别困难的学生，经过核
实后学校资助办公室将针对性再行予以资助。

（据《北京青年报》王天琪 孙嘉怡）

初春三月的一天，四川南充，一名大学
生跳江救下一只因废弃渔线缠住左腿被困
的野鸟。

因担心下水救鸟可能会违反学校“禁止
私自下水”的规定，他和同伴返校后没跟其
他人提起这事。

当日，接到报警的荆溪派出所副所长马
家伟去了现场，野鸟被困位置距岸边远，他
决定和同事去附近找船，船还没找到，就得
知野鸟获救了。两周后，他在电话里一直不
停地对记者说，“那几个大学生真的很有爱
心，结局也让人心里暖暖的。”

解救被困江中的野鸟

事情发生在 3月 5日的一个普通下午。王元
刚手机里保存着几段营救野鸟的视频，画面中，一
名脱掉衣服的小伙下到嘉陵江内河，正朝困住野
鸟的那丛枯树枝游去。岸上的人，目光一直随着
小伙移动，等待他去靠近那只野鸟。

这段 5 分钟的营救过程比想象中要顺利。
游向野鸟的小伙正是小松，他游到野鸟身边，原
打算直接解开缠住野鸟左腿的渔线，但失败了；
他又尝试折断缠着渔线另一端的枯树枝，但江
水很深，身高 1米 7的他踩不到底，无法借力，一
下、两下、三下……好在枯树枝最终还是被折断
了。小松带着野鸟顺利游回岸边，大家心里终
于踏实下来。

作为现场最专业的鸟类救助人士，王元刚对
这只被解救的野鸟做了初步检查，这是一只成年
白骨顶鸡，一种南充本地常见的鸟类，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其左腿被
渔线缠住的地方出现些许水肿，但不严重。“被困
时间应在 5个小时内。”王元刚说，如果当天没被
及时发现并解救，这只白骨顶鸡可能会饿死或因
体力不支溺亡。

“那毕竟是一个生命啊”

“就是一个平常的周末，我和同学外出踏春，
返程途中看到一只被渔线缠住的野鸟，下水顺手
救下而已。”小松说。

“为何要冒险去救一只野鸟呢？”“那毕竟是一

个生命啊。”在他看来，这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据小松讲述，为营救野鸟，他们先联系了南充

野生动物救助站，得知救助站在蓬安县，太远了。
工作人员向他们提供了南充市鸟类救助站站长王
元刚的电话。在联系鸟类救助站的同时，他们又
拨打了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让
他们先拨110报警。

“没想过会发生意外，对营救有信心”

当日下午 5时 45分，小松拨通了 110报警电
话。不久，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荆溪派出所
副所长马家伟和同事来了，“必须要船才行，离岸
边太远了，从最近能下水的岸边游过去，也有二
三十米远。”马家伟说，当时，鸟类救助站站长王
元刚还没到，他和同事决定先去附近看能否找到
船只。

马家伟和同事离开不久，王元刚也到了。作
为鸟类救助站站长，王元刚明白放弃营救的后果，
但他更担心人的安全。 为说服大家，小松称，自
己曾当过兵，会游泳，还参加过冬泳……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没想过会发生意外，
我一开始就对这次营救很有信心。”小松说，自己
会游泳，事发水域属于嘉陵江内河，水流平静，不
会遭遇急流，而且岸上的人也做了应急准备。

那天下午，找了一圈没找到船的马家伟给王元
刚打电话，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却在电话
里得知野鸟已被成功解救，这让他也很高兴。两周
后，在电话里，马家伟不停地对记者说：“那几个大
学生真的很有爱心，结局也让人心里暖暖的。”

（据《成都商报》王超）

100万元餐费为何“偷偷”打进学生饭卡？
湖南一高校根据食堂消费大数据确定“低消费”对象 既维护学生自尊又能给予帮助

“100万元餐费偷偷打进学生饭卡里！”近日，因悄悄给学生发放餐补，湖南科技大学被网友羡慕地称为“别人的学校”。
3月22日，记者从湖南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100万元餐补将分4次发放，每次将有2000余名学生受益。餐补无需申请，不公布名

单，学校会根据学校食堂消费大数据的综合指数来确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学生自尊的同时，给予学生帮助。

帮助对象
关注消费次数多平均消费额度低的学生

暖心计划
整个寒假学校都在为实施计划做努力

发放时间
3月底将有2000余名学生拿到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