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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生要花万余元，有的学生打工挣学费

同同是是准准大大学学生生，，开开学学账账单单大大不不同同

对于现在新生入学购买“三件
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记者采访了
几所高校的老师，他们都说，新生买

“三件套”可以理解也并不反对，但
还是希望学生要考量自身家庭条
件，理性消费。

山农大的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
老师说，现在生活好了，电脑、手机、
相机已经成了比较普遍的东西，但
是根据学科专业的不同、课程紧张
的不同以及学习习惯的不同，各专
业也会对学生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同学刚刚在高考的紧张
状态下放松出来，学习态度可能有
所松懈。我们虽然不反对学生带手
机，但在课堂上如果使用手机还是
不可以的。而在电脑的使用方面，我
们建议第一学期是不能带的，而在
这段时间内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学习
习惯之后，在第二学年，因为专业需
要，可以再将电脑带到学校。”这位
老师说。

“学校很早就开设了新生群，在
群里都有老师跟同学进行一些交
流，价值观的教育也会有，并且对于
一些困难学生，国家和学校也会给
学生提供帮助，不会耽误到学生的
学业。”这位老师又说。

大一带电脑

其实用不着

打工挣七千多

给家留两千

相比小徐的开学物品详单，农
村学生小林的行李箱里，却没有一
般准大学生都有的电脑和相机，只
有一个二百多块的手机。

小林的母亲在早年就去世了，
只有父亲做农活负担家庭。小林的
父亲说，他的腿现在得了关节炎，
现在家里有6亩地，都是自己种。“前
两年我腿病犯了特别严重，6亩地有
时候都种不满，就这么荒着，也没
钱请人来帮忙干活。好的时候一年
能挣一万多，不好的时候就挣个七
八千，你想想平时我们怎么过啊！”
小林的父亲说到这有些哽咽，“我
就觉得对不起我这个儿子。从上了
初中开始，每到周末和暑假，他都
出去打工挣钱，还不是我挣不了那
么多！”

小林靠在门边，忙说：“爸你别
这样说。”小林的父亲说“不说了，
不说了”勉强挤出一个笑，眼里却
闪着泪光。

在小林的屋里，已经收拾好的
行李只有一个小箱子，打开箱子只
看到简单的几件旧衣物和洗刷用
品。“反正我也是男生，不用买漂亮
衣服去上学。”小林笑着说。

小林考上了外省一所一本学
校，高兴之余也有些担心。小林说，
学费方面自己打算去学校申请助
学贷款，一年6000多元，他现在实在
负担不起。而生活费则是他暑假打
工挣来的。

“高考一结束，我就去打工了。
早上开始发一上午传单，中午在家
歇歇，下午四点就去烧烤摊打工
了，有时候凌晨三点烧烤摊才结
束。”小林回忆起那段经历还是觉
得有些辛苦，“那时候觉得能睡觉
就是最幸福的事。”小林坐在床上
摆弄着手指，原本应该像这个年龄
的孩子一样细嫩的手指，却因为从
小打工而粗糙。

“今年暑假打工我挣了7000多
元，给家里留下2000元，去学校我打
算每月就用600元的生活费，再从学
校找个勤工俭学的岗位，满打满算
能用一年。”小林说。

送孩子上学

花父母三个月工资

在商场给孩子买衣服的马女
士告诉记者，她跟丈夫都属于普通
工薪阶层，两人一个月收入加起来
也就六、七千，孩子今年考上一所
美术类专业院校，光学费就一万
多。

“现在一件衣服便宜的几百，
贵的上千，光给孩子买衣服、鞋子，
还有行李箱之类的小物品，一个月
工资转眼就没了。”马女士说，孩子
读的是美术院校，学费本来就贵，
平时画画、做作业，学习上必需的
物品开销也小不了。

“一开学得给孩子花两三万，
我和孩子她爸爸这一个季度的工
作相当于白干，都花在孩子开学上
了。”马女士说，花销太大也觉得挺
为难，但是孩子需要也得买。“没办
法，现在不买以后等孩子急用的时
候也得再买，不如现在多花点，一
次性置办全了，省得以后麻烦。这
些还没把生活费算进去，现在学生
开个学简直就是在‘烧钱’。”

“孩子马上开学了，打算给他
买个平板电脑。”一家数码产品专
卖店里，贾先生告诉记者，孩子上
学所需的物品基本上买全了，想再
给孩子买个平板电脑出门的时候
用。“钱主要是花在这些电子数码
产品上了，现在孩子都流行用这些
数码产品，一件好几千，手机电脑
买下了就一万来块。”

上大学，人生要步入一
个新阶段，每个人的行李都
是沉甸甸，不同的是，有的人
的行李被手机电脑相机等数
码产品塞满，有的行囊只有
简单的衣着和对未来生活的
隐隐担忧。

家庭条件好的带点装备

无可厚非，条件差的也不用
泄气。因为这些都不重要，要
记住行囊里不能忘记放进去
的是坚强和独立。

有人说，高考是一个孩
子的成人礼。进入大学，新的
起跑线在脚下拉起，你可以
对自己的生活做新的规划。

你要摆脱自己的娇气和胆
怯，开始一个人独立面对困
难和挫折。你要褪去自己16

岁的青涩，开始像成人一样
思考和生活。

行囊简陋，这并不可怕，
孩子，备好你的精神行囊，
走，我们出发了！ 文/杨璐

人生起跑线，从自立开始

马上就评

手机4399元，电脑4699元，相机
5200元，衣服、鞋子2000元，隐形眼
镜400元……这是准大学生小徐列
的开学物品详单。除此之外，还有
学费4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本费
1300元，军训费、其他费用等一系列
费用。

“现在大学生手机、相机、电脑
都是必备‘三件套’。”即将成为济
南一所高校新生的小徐说，进了8

月份她就开始为自己置办“装备”，
这些装备包括衣服、学习用品、电
子产品和生活用品等几大类。小徐
给记者列了一下自己的开学物品
详单，小到文具、背包，大到相机、
电脑，所购物品的花费基本上由父
母买单。“我暑假打工也挣了一些
钱，但是买这些东西只是杯水车
薪，还得靠爸妈。”

在小徐列出的清单上记者看
到，仅手机、相机、电脑这三项就接
近一万五千元。小徐表示，自己也
跟同学对比过账单，她的花费跟大
部分同学都差不多，算是一般消费
水平，花费比她多的同学也不少。

“这些‘大件’都是我自己没有能力
担负的，所以靠家里准备，衣服和
生活用品我就可以自己买。”

开学花费过万

还是“一般”水平

一家手机卖场里，一位学生在挑选手机。 本报见习记者 杨思华 摄

临近开学，准大学生们即

将步入高校，不少学生的“开学

账单”都动辄过万。对很多学生

来说，手机、电脑和相机是入学

必备“三件套”。但是对于一些

困难家庭的准大学生来说，行

囊里只有简单衣物和一个普通

手机。

本报见习记者 杨思华 邓金易

老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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