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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拿到驾照的人大多数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辈子不想再考了。对不少人来说，驾考经历是一次噩梦。不
仅因为练车时的苦与累，更因为训练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黑幕与不公。恐怕，驾考过程中的滋味，远远不足以
用苦、累、冤、背、烦这五个字来概括总结。

家住奎文区的张小林2011年10月报
名学车，这期间驾校的一些做法让她非
常反感和无奈。

由于三伏天练车，中午格外难熬，学
员们都想早点练车，但驾校规定每天下
午2点才能开始练车，大部分学员都老老
实实等到2点，但也有“聪明”的学员能提
前练车。张小林曾亲眼看到同车练习的
一个学员因为给教练送了一条价格较高
的香烟后就可以提前练车，而其他学员
只能干瞪眼。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张小林参加
了倒桩考试，可因为紧张，她出现了失误
导致考试失败。按照规定，考试未通过者
应缴纳280元补考费，回去等补考通知。可
这回教练却给她“支招”，让她交400元，就
可以马上参加补考，不需等待很久。急于
求成的张小林想也没想便交了400元当场
补考，可依然没过，浪费了仅有的一次补
考机会。“还不如回去好好练练再补考，
何必又多花了120块”张小林懊恼地说。

花钱远不止这些。张小林说，他们参
加的考前模拟费用高达300元，而在其他
驾校练习的同事仅花了180元。张小林觉

得300元的模拟费花得不值，因为他们苦
等了一天，最后才换来10分钟的模拟时
间，而且要想多点时间练习，必须给教练

“打点一下”。
“毕竟学车很辛苦，谁都想早点拿到

驾照，多花点钱也就罢了，但不能花冤枉
钱啊！”张小林告诉记者，她想不通的是
学员要为大巴车的座位埋单。张小林说，
每次科目考试，驾校都会安排大巴车接送
学员，每人每次30元，就算不坐车，也要
交钱。

在一次路考练习时，教练告诉车上
的四个学员，需要他们出钱给教练车加
气，并将教练车开到加气站，声称不加气
就不走。无奈之下，张小林等四人只好凑
了300元气钱才得以继续上路练习。

张小林说，现在的路考多为电子考，
但驾校都会有几个人工考的名额。人工
考的通过率相比电子考要大，所以学员
们都希望人工考。因名额有限，想要得到
就得多讨好教练。与张小林一同练习的
一位李姓女孩幸运的得到了这个名额，
因为她考前给教练塞了钱。

本报记者 秦昕

王敏在考完科目二后，工作调到了
潍坊。学车更是费事，学车来回不方便不
说，由于工作忙、家事忙，一连几个月没
去，教练的学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她总是
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考试。就这样，不幸遇
到了驾考改革，科目三改为电子考。

身边的同事光是在考科目三上就浪
费了很多精力和金钱，王敏在第一次接
到考试通知的时候，因为工作上有事走
不开，遗憾错过。到了第二次好不容易错
开了时间，到了驾校，教练说，因为上次
报上了名，人没来，就算弃考了，这一次
要交补考费。科目三的通过率低，考试之
前要多加一项模拟考试，补考费200元，
模拟费200元。

连学加考科目三只有三天的时间，4

点多起床就从潍坊往昌邑赶，到了驾校。
科目三改为电子考后，很多小细节需要
注意，有时候一点点的小错误就过不了
关。教练在教科目三时，脾气也变大了。
驾驶水平挺高，讲课却没有条理，表达能

力很差，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明明是自
己讲不清楚，反怪学员听不明白，动辄大
声训斥学员，学员本来上车就紧张，一听
教练吼就更手足无措了。王敏对于这一
点非常反感，本来脑子里记得清楚，教练
吼一嗓子，就全乱了。

科目三必须在考试场地练习，虽说
是两天的练习，其实也就只有每天上午
可以练习。在考试前一天，王敏为了等模
拟考试机会，硬是等到晚上九点。一直到
凌晨2点多，自己上了3把车，模拟都是不
及格。回到住宿的地方，都没睡好。

第二天教练带着熟悉了一遍，王敏
便和同伴进了考场。从上午10点多一直
等到下午1点多才上车，中途因为紧张还
熄了一次火，扣了10分。科目三也只允许
口10分，再出现一次失误，便不及格。下
一次还要在交补考费和模拟费。再重新
启动车后，王敏每一步都谨慎操作。顺利
通过了考试。

本报记者 杨万卿

在高新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斌
在2012年4月份报名学驾照，直到今年8

月才成功完成四个科目的考试拿到驾
照。从最开始驾校承诺的只需报名缴纳
2400元学费，到最后刘斌陆陆续续又交
了3000多元，总共算下来，共花费了5500

多元才拿到驾照。“连坐马扎都会收钱”。
刘斌说，去年四月份报名到科目二

考试完毕都比较顺利，时间也不算很长，
而且碰到的第一个教练也不错，不会为
难学员，也不会提及额外收费的问题。然
而，自从去年9月份科目三考试没有通过
开始，刘斌的驾考路就充满了坎坷。

“去年9月份第一次科目三考试没通
过，等再接到补考通知的时候就到了今
年3月底”。刘斌说，本来以为补考时间很
短，但是等来等去足足等了半年，教练还
说是照顾他，要不还要继续等。等来了补
考机会刘斌也等来了额外的收费。

刘斌说，驾校教练就是抓住学员考
前心虚的心理，通过各种方式让学员掏
钱。考前一天看场地，需要进行实际模
拟，而模拟一次就是70元，学员至少要模

拟个两三次，而且实际模拟之前还有小
模拟，一次就是300元。“小模拟不通过就
不让报名考试，报不上名连实际模拟都
没资格”。刘斌告诉记者，教练并不会强
制你去缴费模拟，但是你要不模拟，教练
就就会冷落你，结果肯定是通不过，然后
再交补考费。除了这些费用，每天坐教练
车去训练场还要交通费，刘斌给记者细
数了各式各样的收费项目，包括看场地
费、模拟费、考试交通费、餐费，就连等候
时坐教练的马扎都要收取20块钱的马扎
费。

“训练的时候中午没法回去，就得一
起吃饭，还得请教练，为了能早排上考
试，还要给教练送礼”。刘斌形容说，他就
像急红了眼的赌徒，前期投入了钱，后期
越通不过越往里扔钱，就为了能把本挣
回来，结果越花越多。

第二次科目三又没通过的刘斌等到
今年8月份终于完成了考试，也最终拿上
了驾照。“驾考一报名就好比上了贼船，
不被宰上几次就不会顺利通过考试”。

本报记者 李晓东

王敏从2012年7月份开始学车，科目
一对她来说是个小意思，只看了一晚上
的书，第二天参加考试考了98分。但是考
完科目一，她便开始了痛苦的练车过
程。

王敏学车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辛苦
曲折 ,早上5点半就得在驾校集合。学车
的条件更艰苦,没厕所,没凳子,没商店,更
没地方挡挡太阳。

上了几次车后 ,觉得实际操作没有
别人说的那么难 ,只是等待上车的时间
很愁人。王敏本来就是个急脾气，平常
最受不了等，在最初练车时，她直接没
了耐性。整天跟家人抱怨，自己不愿等。
但是报名花了几千元，也不能不学吧，
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

现在学车的人太多,一个教练十多个
学员，都用一辆车,时间紧凑的话,十多个
人轮下来,每个人能上4次车就算谢天谢
地。她特别后悔没在上大学的时候考驾
照,那时候有时间也有精力,上班后,工作很
忙,必须得利用业余时间去学车。

25岁正是爱美的年纪，偏偏学车赶
上最热的时候。防晒霜、防晒衣、遮阳
伞……全用上了，但是一个夏天过去，
王敏还是黑了。“一直在车上等着还行，
天天在大太阳底下坐着等，也没个遮阳
的地方。不晒黑才怪。”

王敏说，这辈子让她整天这么等的
也只有学车了，那时的心情就像被抓进
牢笼里的鸟，老想挣脱出去。

本报记者 杨万卿

烦

苦苦、、累累、、冤冤、、背背、、烦烦

驾驾驾驾考考考考五五五五味味味味
遇上黑心教练

连坐马扎都要收费

早上五点半就去驾校集合

科目三遇上电子考

孟晓对自己所有考试都是一次性通
过而身边的同事们还在苦苦挣扎有些得
意洋洋，她觉着驾考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只是“学车千万不要选在冬天，太遭罪”。

2012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在家人给
她买辆车的诱惑下，孟晓报名驾照考试。
驾考改革的消息在那时已经流传开了，
扎堆报考的人很多，5月份报名，一直到
10月份她才接到了考科目一的通知，天
气也由酷暑来到寒秋。

孟晓学车的驾校离家很远，之所以
选这里是因为当初托熟人省了200块钱
报名费。练车的时间更多的是在等待，十
四五个学员一辆车，一上午能两次上车
练练手。同组的学员有不同的年龄来自
不同的职业，没有冲突，相互之间互相帮
扶着学。有一个60来岁的老人让孟晓印
象很深刻，老人学车不是为了考驾照，不

是为了买车，只是为了了解车的构造，是
爱好。

科目一、科目二通过得很顺利，到科
目三的时候已经是大冬天了。练车的时
候已经很冷，穿两层羽绒服都冻得不行，
厚厚的雪地靴倒是防寒，坐上车之后都
感觉不到脚底的油门在哪里。上路练车
时太冷，教练还带他们在野外生过火，这
也算是个特别的经历。只是教练特别叮
嘱，考试的时候换双薄底鞋，那就是另外
一个冷的故事。

科目三考试的当天，凌晨四点半就
集合前往考点，孟晓分到了最后一组，两
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附近连厕所都没
有。一次性通过让她松了一口气，以至于
她给教练送了一条烟以示感谢 ,她也在
2012年年底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驾驶证。

本报记者 张浩

冬天学车，就是找刺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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