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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开学总动员

““梁梁山山好好汉汉””骑骑行行770000公公里里来来上上学学
靠地图和指南针骑行5天来到烟台，曾因迷路两次拨110求助

帮女生搬行李

跑了好几次6楼

上午11点多，19岁女孩鲍亮亮来
到土木工程学院报到，“我家在赤峰，
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又坐了
14个小时火车到烟台。”虽然风尘仆
仆，鲍亮亮却一点也不紧张，她一眼
就看到几十米外的土木工程学院的
帐篷。

交完报到材料，土木工程学院生
活部副部长刘相如主动走到她面前，

“剩下的工作我陪你一起完成。”其
实，刘相如才大二。可这位男生却相
当细心，鲍亮亮取完军训服后，他赶
紧接过去，仔细核对肩章等小物件是
否齐备。鲍亮亮试军鞋时，刘相如在
一旁提醒，“等军训时脚要涨一点，鞋
一定要大一点点才会舒服。”

就在前一天晚上，刘相如参加完
社会实践答辩后就从烟大北校跑到
南校，“昨天风大，负责迎新生的学生
会和团委的同学都来加固帐篷。”晚
上10点多，刘相如睡前又跟学生会副
主席认真地落实了早上的到达时间
和需要做的准备。

仅仅一上午，刘相如已经为8名新
生提供了帮助。因为女生们都被安排
在7号楼6楼，4位女生的行李都是他搬
的，“一位女生拎了个半人高的皮箱和
编织袋，还有好几床被子。”这一个人
的行李，刘相如就跑了两趟六楼。

“我们大大小小开了几十次会，
一天至少两次会。”土木工程学院学
工办老师王加男说，为了保证每位新
生顺利入学，开学前他与453名新生
一一通过电话，学生资料收集、宿舍
分配、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安排专门
入学学长、受灾学生资助工作的对
接，这些工作都做了细致准备。

本报记者 陈莹

相距600公里

“组团”到学校

本报9月6日讯 (见习记者
阳佳 ) “自古山东出好汉，

从来好汉在梁山。”6日烟台大
学新生报到现场，就来了这么
一位“梁山好汉”。他没有父母
前呼后拥着来送，也没有同学
相伴同行，而是一个人骑着自
行车从济宁赶来。整个行程约
700公里，他骑了五天时间。

这位“梁山好汉”名叫赵华
伟，济宁梁山县人，烟台大学软
件工程系新生。“我们那儿就是
出梁山好汉的地方。”赵华伟说
话间带着满脸的自豪。他介绍，
自己一直对骑行比较感兴趣，
从高一开始就试着往周边县市
骑行。本来打算高考后从梁山
骑行至杭州游玩，但遭到父母
强烈反对。于是他灵机一动，决
定骑行至烟台大学报到，路线
不是很长，而且也别有意义，父
母一听也只能默许。

将部分行李托运后，9月1

日早晨5点，赵华伟带着随身换
洗的衣物和修车工具，骑着山
地车就从梁山家中出发了。“每
天骑8-10个小时左右，平均下
来每天骑100公里多点。”赵华

伟介绍。
从最开始的兴趣盎然到后

面只剩下旅途的枯燥，赵华伟
称靠的就是坚持。“因为长时间
骑车，大腿和屁股由内及外都
很疼。”赵华伟说，只能尽力保
持骑行节奏，注意呼吸速度，

“我就想象自己就是一台发动

机，无休止地用力向下踩。”靠
着地图和指南针，赵华伟一路
走得还算顺利。

然而到潍坊寒亭区时，赵
华伟却迷路了，只得两度拨打
110求救，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
才走了出来。

一路骑行经过济南、滨州、

东营、潍坊，赵华伟最后到达芝
罘区的时间是9月5日傍晚，花
费不到300元。在宾馆住了一宿
后，6日，赵华伟到学校报到。因
为穿着骑行服，推着山地车很
是惹眼，他一出现，就成为全场
焦点。“我感觉还是很有意义
的，这是给自己的开学仪式。”

新新生生开开学学，，家家长长被被请请出出报报到到区区
烟大今年设立“新生报到通道”，岗哨把关“强制”新生独立

本报9月6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上周烟台不少高校已
经开学，新生报到的人群中看
到最多的是家长们，今年烟台
大学采取“强制”措施，设立了

“新生通道”和“家长通道”，逼
迫新生独立办理报到手续。

“对不起，阿姨，这里只允
许新生自己通过，您可以走

‘家长通道’到家长休息区休
息一下，让新生独立办理报到
手续。”9月6日，烟台大学7000

多名新生已经有不少提前赶
往烟台报到。为了帮助“95后”
孩子树立独立生活的理念，烟
台大学今年特别开通了“新生
报到通道”，培养新生独立意
识，并以此让他们迈开大学独
立生活的第一步。

新生通道门口还设立了
由8名国防生组成的“岗哨”，
新生只能凭借录取通知书进
入报到区域独立办理手续。不
少学生都有两位及以上的家
长陪同，有的甚至带了五名家

长来到学校，边陪同边旅游。
现场负责“把守”新生通道大
门的国防生曹玉益说，“一上
午时间，劝阻的家长都数不过
来了，拿着喇叭喊，把嗓子都
喊哑了。”

“今天可能会有近1500人
报到，从早上7点左右就一直
处于高峰状态。”执行了三年
新生入学任务的孙教练说，新
生入学不仅学生紧张，家长也
紧张，知道不能陪孩子一起去
报到后开始不理解，只要耐心
地讲一讲，他们也都明白。

为了和新生通道配合起
来，今年新生报到的场地特意
选在了烟大驾校的训练场地
内，周围都是铁栅栏，只有一
个入口和出口，分别都有国防
生“把守”。由各学院组成的68

顶帐篷依次在东南侧展开，而
北侧助学贷款和物资发送等
功能区也都隔离开。6日上午，
近1000名学生办理入学报到的
情况下，学生区工作一直有条

不紊地进行。
“报到很简单，没有遇到

什么困难，总共才十多分钟，
报到手续已经全部办完了。”
新生从建民说，家长的不放心
他理解，只是更希望家长明
白，他们已经长大，很多事情
可以自己处理。

“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
本来就应该独立，大学‘强制’
新生独立报到，恰恰说明现在
的学生独立性很差。”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从幼儿园起，学生的前途
都被老师和家长“包办”，他们
缺乏自由成长的空间，甚至连
衣服都不洗。

熊丙奇说，现在的孩子缺
乏独立意识，大学教育期间，

“独立报到”仅仅是开始，还应
该在接下来为他们提供自由
选择的空间，让他们重视时间
管理和自我管理，学会规划学
业和人生，树立自强自主自立
的意识。

在家长休息区，新生杨登奎
的“亲友团”很壮观：从1岁半的
表侄子到77岁的姥姥，加上杨登
奎本人，祖孙四代一共7人，从潍
坊寿光坐大巴赶来烟台，俨然一
个小“旅行团”。

“我们一上大巴，感觉车都
满了一半。”杨登奎的妈妈开玩
笑地说，儿子是化学化工学院的
新生，孩子平时成绩不错，考上
大学家里非常高兴，这次上学，
家人图个喜庆，不仅父母陪同，
表哥一家三口，加上77岁的姥姥
也都一起过来。

杨登奎今年19岁，是个阳光
大男孩。对于家里“组团送学”，
杨登奎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就
想过来凑凑热闹，明天就回寿光
了。” 见习记者 阳佳

亲友团很壮观

祖孙四代来7人

从济宁梁山到烟台，赵华伟骑着自行车用了5天时间。 见习记者 阳佳 摄

工作人员为不知如何办理报到手续的家长和学生提供引导服务。 本报记者 陈莹 摄

QQ、人人、微信，这些即时通讯
工具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手机上的必
备“神器”。很多大一新生在入学之前
已通过新媒体平台结识了很多同校
的新朋友，组团来上学成为大学生可
选的较优的报到方式。

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大一新生杨
金生和崔佳兴在开学前已经通过互
联网认识，在得知自己被烟台大学建
筑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录取后，他
们便开始从学校新生QQ群里寻找自
己的新朋友。

由于是在同一个班里，俩人一拍
即合，决定组团来学校报到。杨金生
比崔佳兴早到一天，在旅馆里安顿好
之后，第二天一早他赶到火车站接到
了刚从青岛过来的崔佳兴。

除了同一地方的老乡搭伴来校，
即使相隔600公里，有缘也能一起来
上学。来自枣庄的郭有成和来自江苏
的同乃军被光电学院录取。之前两人
在网络上结识，聊得十分投机。碰巧
的是，两人在来的路上聊天时竟然发
现在同一辆火车上。郭有成说：“这就
是兄弟的缘分啊。知道了和他在一辆
车上，我就去他的车厢找他，一起商
量来报到的事。”

“没有父母陪同，自己搭伴来也
挺好的。”拖着行李箱的经管学院新
生侯宁和开学前刚刚认识的江苏宿
迁老乡张晶一起走出了新生通道。他
们都是第一次独自到这么远的地方，
张晶的父母对于这种独自搭伴上学
的方式起初持反对的态度，在她的坚
持下，父母最终妥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付蕊 刘婷钰

迎新学生

大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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