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键启动，织牢“6张网”
3月 11日以来，黄河科技学

院迅速贯彻落实教育厅工作要
求，严密织牢疫情防控“指挥网”、
网格管理“安全网”、闭环管理“防
护网”、应急处置“责任网”、同心
抗疫“宣传网”、科学抗疫“保障
网”6张网，建立健全平急转换、多
点触发、一键启动应急机制，实现
了零感染、零密接、零事故，为师
生筑牢校园防疫的“铜墙铁壁”。

3月23日，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宋争辉
到黄河科技学院调研防疫工作，在
实地察看了学校各项防疫措施落
实情况后评价说“黄河科技学院疫
情防控工作做得很实、很细。”

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辅导员
在校园里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时刻将学生的健康安危挂在心
上，24小时开机、全天候服务于
每一位学生；他们是陪伴在学生

身边的“引路人”，是为学生分忧
解难的“暖心人”，更是学生的“家
里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辅导员。

5月3日晚，由于郑州市静态
管理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黄科
院全体辅导员连夜收拾行李全部
入住学生宿舍！他们有的将年幼
的孩子送到老人家中照顾，有的
带着孩子一起住到宿舍……

到学校后，还来不及安顿好
自己，辅导员们先到了学生宿舍，
第一时间安抚学生。那天晚上，
黄科院的各个班级群里炸锅了！
“老师们和我们住在一层楼上，这
样就安心了！”“老师，有你离得这
么近，我们就不害怕了！”学生们
纷纷在群里发信息。

免费药饮、平价水果、3元菜饭
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有效增强师生的免疫

力，学校为师生在食堂精心准备

中药茶，供师生们饮用。
“学校太暖心了，真是考虑得

太周到了！”艺体学部 2021级学
生李琳说。

4月9日起，后勤集团在各个
餐厅设立了 3元平价饭菜供应
处，开餐前，这里排满了打饭的师
生，美味可口的饭菜、超低的价格
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师生们直呼：
“味美价廉，被学校宠上天了！”

为确保师生每天能吃到新鲜、
质优价廉的水果，后勤集团各部门
抽调人员成立了平价水果服务工
作组。后勤集团根据各年级错峰
上下课时间，由原来一日两次供
应，调整为中午两个时段、下午两
个时段，分时段供应平价水果。尽
最大能力满足晚下课的师生也能
买到质优价廉的新鲜水果。“水果
非常新鲜，价格实惠，还很好吃，这
已经是我第三次来购买了”。

疫情期间，学校采取封闭式
管理，封闭的生活容易使学生心
中充满焦虑、无助和恐惧，面对不

同心理问题的学生，学校在科学
预防上做文章、在应急处置上下
功夫,通过学校—学院—班级—
宿舍“四位一体”工作网络，切实
提高学校和师生应对突发心理危
机的意识和能力。

暖心，为2079名特困生
发放生活补贴
学校领导时刻牵挂着每一位

贫困生的身心健康，在全面摸底
排查掌握贫困生在疫情期间家庭
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及时启动疫
情临时困难救助机制，为全校
2079名特困学生发放生活补贴，
每人补贴 600元，发放资助金额
共计124.74万元。

学校这种“隐性资助”，“低调
而温馨”地将关怀传递给每一位
贫困学生。

“学校也太有爱了吧”“虽然在
隔离，但是很感动”“你永远可以相
信黄科院”，这是黄河科技学院学
生们朋友圈里的真情实感。

开篇的话“办一所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这是黄河科技学院的办学宗旨，也是创办人、董事长胡大白心中的信仰和承诺。为此，她和校
长杨雪梅率领的管理团队，像母亲一样呵护着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疫情下，封闭的校园内，上演着一幕幕感人的温暖故事；毕业季，走出校园的学
子，就业、创业、升学3个赛道同样精彩。而即将来到不惑年龄，高擎中国民办高校大旗的黄河科技学院，又是如何强化“答卷”意识，保持“赶考”状
态的？本报从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办一所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系列报道（之一）

黄河科技学院
为疫情期间在校学生撑起一个温馨的家

“青春才几年，疫情占3
年。”就在“被疫情偷走的大
学时光”被冲上微博热搜之
际，和国内很多高校一样，黄
科院的大学生活不得不频频
转入封校、隔离、网课模式。

“既担心孩子的学习，又
担心孩子的饮食营养。”这是
身在外地父母的心声。

可是，他们和孩子通话
视频后，渐渐地，许多家长的
担心转为安心，又变为暖心。
“学校为学生考虑得很周到，
保证了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心
理健康，还组织了体育锻炼等
各种各样的活动。”一名家长
对记者发出如此感慨。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杨观军 通讯员 杨刚要

郑州等六市为试点市
意见指出，结合我省实际，选

择风险集中、2021年特大暴雨洪涝
灾害受灾严重的省辖市作为首批
试点区域，视情况扩大试点区域和
保障范围，逐步实现全省覆盖。具
体来说，在郑州、安阳、新乡、鹤壁、
周口、信阳 6个省辖市开展巨灾保
险试点工作，其他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结合实际，自主决定开展巨灾
保险试点工作。

保险方式为：以省辖市为单位
进行统保，根据历史和灾害发生概
率，因地制宜确定保险保障内容，
与承保机构协商确定保险费率和
保险方案。

郑州等六市试点巨灾保险
以省辖市为单位进行统保，保险模式二选一

在郑州、安阳、新乡、鹤壁、周
口、信阳6个省辖市开展巨灾保险
试点工作，并逐步实现全省覆盖。
昨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发挥保险机制在防
灾减灾救灾中的作用，健全灾害救
助体系，提高受灾地区和群众抵御
灾害的能力。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保障范围：在行政区域内，强
降雨致灾以后因开展应急响应、
灾难救助、灾后公共设施修复和
重建、灾后社会救济等所发生的
费用。

触发条件：当行政区域内任
一国家级自动气象站测得连续
3 日 累 计 降 雨 量 达 到 150 毫 米
（含）以 上 时 ，即 认 为 发 生 保 险
事故。

保费和理赔标准：各试点省辖
市按照每个县（市、区）不低于1000
万元保额进行投保。按照河南省
行政区划确定县（市、区）数量，累
计赔偿限额按照保额确定。

保障对象分为两类：一是行政区
域内所有人口（包括常住人口以及临
时来出差、旅游、务工的流动人口）；
二是行政区域内所有居民住房（以登
记为准）及其室内附属设施（不包括
室内装潢、室内财产及附属建筑物）。

保障范围：因暴雨、洪涝，以及
由此引发的突发性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水库溃坝、内涝（含客水）
等次生灾害，造成人身死亡（失踪）
或住房倒损的，保险机构按照保险
合同约定对受灾群众进行赔付。

触发条件分为两种：一是在同
一省辖市2个（含）以上县（市、区）内，
发生保障范围内的灾害，一次灾害过
程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死亡失踪

5人(含)以上；需紧急转移安置和紧急
生活救助3万人(含)以上；根据《危险
房屋鉴定标准》，因灾导致成为C、D
级危房的房屋达到 3000 间(含)或
1000户(含)以上。二是在1个县(市、
区)内，发生保障范围内的灾害，一次
灾害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死
亡失踪3人(含)以上；需紧急转移安
置和紧急生活救助8000人(含)以上；
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因灾导
致成为C、D级危房的房屋达到1000
间(含)或300户（含）以上。

保费和理赔标准：一是人身死
亡(失踪)保险保费为每人每年0.18
元。每人赔偿限额为10万元，每次
事故每个县(市、区)赔偿限额为1000

万元，每个省辖市年累计赔偿限额
为1亿元。二是住房倒损保险保费
为郑州每户8.82元、安阳每户7.22
元、新乡每户 14.12 元、鹤壁每户
11.55元、周口每户7.22元、信阳每户
7.22元。钢筋混凝土结构的C级危
房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300元，D级
危房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600元；砖
木结构的C级危房每平方米赔偿限
额为200元，D级危房每平方米赔偿
限额为500元；其他结构的C级危房
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100元，D级危
房每平方米赔偿限额为400元。每
次事故每间房屋赔偿限额为 6000
元，每户赔偿限额为5万元，每个省
辖市年累计赔偿限额为1亿元。

保险模式可二选一
意见提出，试点省辖市结合实际在以下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或同时选择。

■实赔型模式

■指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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