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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式的结合，例如：历史学者来普及汉服知识，美妆博

主来教大家化妆，这种模式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也为专业用户提供了变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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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利用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等活

动，组织宣传人员深入乡村开展政策宣传工作，从家长

侧、家庭侧开始资助政策的宣传，避免因经济原因产生

学生无学可上的现象。

（四）生产具有直观性、需求捕捉性的丰富宣传内容

宣传内容的高吸引力和高价值性，会直接增强宣传

客体的了解意愿，进而极大提高宣传效果。一是充分从

受助者、需求产生者的角度出发，构建具有直观印象和

吸引力的宣传内容。在资助政策宣传的过程中，高校可

以利用数据化的图片展现一般高校学生高校生活期间的

花费构成，帮助宣传客体形成直观的需求空间。同时，

通过数据化的形式，将资助体系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力度

直观地表现出来，构造学生在高校就读期间产生的实际

花费与资助政策提供的经济支持关系，帮助其产生更加

明晰的资助价值。二是依托于校园宣传大使等途径，宣

传自立自强学生的受资助经历，以具体案例展现资助价

值，从而使宣传内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赢得宣传客体

的进一步认同。

（五）健全合理的、高效的资助对象认定机制，做

好助后工作

进一步扩大高校资助宣传工作影响力，精准认定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是重要前提，要动态把握资助全过程各

环节，提高政策透明度，强化责任意识，引导学生积极

受助的同时，要加强对其进行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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