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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学生来济生存挑战，应聘频碰壁，一天没吃饭———

“天上掉下个馒头给我吧”
文/本报记者 赵丽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5日一早，天色阴沉沉的，
钱莹来到街头，开始发放传单。
传单递出去，有路人不耐烦地
挥挥手，钱莹有些尴尬，连忙把
传单收回。

如果不是这场特殊的“生
存挑战”，这个“90后”小姑娘
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干这样
的活。钱莹是杭州师范大学钱
江学院音舞分院大一的学生，
从4日开始，他们9个同学来到
济南，开始了一场为期十天的

特殊实践。这项实践的规则
是：每个人身上只留 50元钱，
吃饭和每日 15元的房费要自
己负担，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工
作赚到钱，50块钱花光，就要
被淘汰出局。

“这些队员家庭条件都比
较好，90%都用苹果，平时根本
没有这样的体验。”带队老师孙
海罗说。不过，开始时多数队员
并不紧张，“以为可以凭才艺找
到一份不差的工作。”

“人生最大的追求是有

份刷盘子的工作。”“天上掉

下个馒头给我吧！”这不是恶

搞，是一群“90后”大学生第

一天找工作后发出的感慨。

从4日开始，杭州师范大

学钱江学院音舞分院的9名

大学生在济南开始了为期十

天的“生存挑战”：身上只有

50元，钱一旦用完就被淘汰。

异地谋生的这几天，这

群“90后”经历了什么？

到9日，9位队员都攒了一笔
钱，多的有300多，少的也有120
元，这些钱都是凭刷碗、洗菜、卖
东西这样的劳动一分一毛挣来
的。

队员谢浦在洪家楼附近一家
面皮店打工，每天从早9点干到晚
9点，刮土豆、择菜、穿羊肉这些活
一样接着一样，几乎没有闲着的
时候。虽然工作不轻松，但每日的
工资只有30元钱。干了三天后，谢
浦找到老板，提出要涨工资，但老
板一口拒绝了。

而两位在咖啡店工作的女
孩，因为领班一再刁难，选择了辞
职，她们从西市场批发来一些小
商品，开始了摆摊的生活。“因为
受委屈掉过泪，也因为别人的支
持感动落泪。”

10日，队员们放了半天的假。
“高强度的生存锻炼让一些队员
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有的中
暑发烧，有的脸晒得掉皮，有的一
直拉肚子，需要休整一下。”孙海
罗说。

就在同一天，他们都辞去了
之前的工作。“先生存，有一定基
础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当队
员们积攒了生活费后，他们开始
重新做选择，接下来，他们尝试团
队创业，比如两个人一起摆摊卖
东西。

“最后积累的钱，我们想捐
给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孙海
罗说，这样，看到用自己辛勤的
汗水挣来的钱，能真正对别人起
到作用，同学们这次体验会更有
收获。

4日是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早
晨 8点，三组队员兴冲冲地出了
门。然而，现实和他们的想法有不
小的出入。

第一组队员的定位相对明
确：短期工，日结，去餐饮店打工
是比较“靠谱”的选择。一通奔波
之后，三位队员都在饭店找到了
刷盘子、打下手的工作。

第三组队员从山大中心校区
一路走到了泉城广场，“一连问了
20多家店，都被拒绝了。”一次次
碰壁让几个人情绪非常低落。这
天上午济南非常闷热，下午一场

大雨又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三
个队员既着急又失落，都有些灰
头土脸，一直到晚上8点多，他们
才在芙蓉街找到一个发传单的零
活。

为了省钱，三个人一整天都
没吃饭。

第二组的经历也很“坎坷”，
直到傍晚，三人才在一家咖啡厅找
到了工作。“唯一的支出就是花3块
钱买了4个馒头。”三个人从快餐店
要了几包番茄酱，每人干啃了一个
馒头，剩下的一个馒头，被小心翼
翼包了起来，留着第二天再吃。

有积累后辞工，尝试团队创业

应聘连连碰壁，跑了一天没吃饭50块钱花光，就被淘汰出局

1992年出生的谢浦在洪楼附近一家小面馆打工，每天工作12小时，才挣30元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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