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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了几家的生意，都表示不理

想。毕业于芜湖机电学院的甘正权，

2008 年毕业之后，发过广告，当过服务

生、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上看到大学生

创业一条街的消息之后，立刻报名了，最

后申请成功。

但好景不长，可能受人流量比较少等

因素影响，他的营业额一直无法达到预

期。开张几天来，三天收入不到100元。“忙

活了半天，连吃饭的钱都挣不了，真的有点

心灰意冷。”不过，小甘表示，他还会坚持下

去的，过段时间再说。

收入调查 三天收入不到100元

我省近10万线上考生落榜后是弃学还是复读

明年复读升学之路有多宽？

上个星期还是风风火火的合肥市

首个大学生创业一条街，不到10天，35

个摊位只有寥寥几个摊位的摊主在此

守候。昨日，记者来到合肥市蜀山区官

亭路北段时，发现刚开街的大学生创业

一条街，变得冷冷清清。

琥珀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接受记

者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关于大学生创业

一条街是否关门的质疑，他表示，随着9

月1日大学生返校高潮的来临，人气会

旺起来。

邓翔记者 鲁龙飞/文 李超钰/图

合肥大学生创业一条街为何“冷冷清清”？

昨日上午，记者在大学生创业一条街

看到，偌大的街道上，除了来去匆匆的行

人，场内30多个崭新的摊位几乎无人经营。

据创业一条街附近一家眼镜店的经理介

绍，现在天气比较热，入场经营的大学生大部

分都没什么耐性，经营几天就不来摆摊了。“有

的学生一看，水电等基本设施都没有配备，就

匆匆收摊回去了，后来干脆就不来了，目前开

业摊位不到20%。”“没学生就没什么市场。”一

位大学生解释了摊点空置的原因。

同时，附近的商铺店家也表示，在傍晚

的时候，大约有不到10户的摊主还是会摆

摊的，买些居民生活用品和一些数码产

品。“晚上天气凉快的时候，人们出来逛街

的时候，生意还是比较好做的。”

对于大学生创业一条街“冷冷清清”

的现象，琥珀街道社保所工作人员解释

道，大学生创业一条街刚开街不久，9月 1

日，大学生大规模返校的时候，相信情况

一定会改观的。作为合肥市首个大学生

创业一条街，街道创办的初衷是给一些

在校大学生和一些毕业三年以内的大学

生一个创业的机会。街道三年之内，不

收取一分钱。“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

个历练的过程，从而扩大生意，开一个正

规的商店或公司。”

据该负责人介绍，由于部分大学生在

经营管理理念、目标期待等方面还存在问

题，经验不足。下一步，他们会和每个经营

户签订《就业、失业登记表》，举办一个创业

实践班，邀请一些创业专家以及成功企业

家对他们进行培训。

部门回应 经验不足是原因

“大学生选择创业时，往往是出于满

腔热情，根本没有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

调研，理性思考。”省社科院王开玉教授

说：“如何把想法转换为具有商业价值的

产品或服务，然后再通过产品与服务取

得收益，支持创业活动持续进行，是大学

生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前，不少大学生选择创业往往只能

保持三分钟温度，王开玉说：“一上手就能

赚到大钱的项目不可能等着大学生。”

市场与社会认可度不能一蹴而就，

而是随着创业进程不断深入与发展逐渐

积累起来的。“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坚持

与韧性，绝大多数创业者都会失败在黎

明前的黑暗。”

王开玉最后鼓励大学生创业者：

“今天很痛苦，明天更痛苦，但后天会

很快乐。”

我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56.2万人，实际录取37.8万人，高考录取率首次达到67.3%。但达到专科线的文理科考

生47.6万人中，还有近10万线上考生落榜。这些落榜生是弃学还是复读？如果选择复读，明年升学之路到底有多

宽？ 记者 桑红青

不少考生和家长把目光紧盯着本

科，尤其是一本院校，甚至不少家长都

感叹，安徽的考生上重点大学缘何这样

难？

据省考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我省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56.2万人，其中文

理科考生约为52万多人，今年文理科

一本院校实际录取约4万人，以此计算，

我省今年文理科一本录取率约为

7.7%。上海市今年本科录取率达到

73.94%，其中一本录取率超过15%；而

北京市今年高考录取率达到85%，一本

录取率在 24%左右。与其相比，我省

7.7%的一本录取率显得较低，我省考生

上一本院校不容易。

一方面是上一本院校“挤破

头”，另一方面却是专科院校“受冷

遇”。今年录取人数为 37.8 万人，

实际达线的考生却有 47.6万人，粥

少僧多应该竞争激烈才对，然而实

际录取却再次“遇冷”。从今年实

际录取情况看，我省专科院校平行

志愿录取结束后，文理科共有 1019

所专科院校没有完成录取，缺额计

划达到32173个。通过征集志愿录

取，仍有不少院校通过降20分才勉

强完成录取。不少考生对专科院

校“不感冒”，宁愿没学上也不愿意

上专科，这其中约七成以上考生选

择复读，希望努力一年冲上本科。

复读生数字居高不下是我省近年高考的一

个鲜明特点。许多落榜考生以为只要挨过一年

就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省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录取考生可以通过自考、成考等形式继续

深造，已经被录取的考生要珍惜被录取的机会，

尽可能到学校报到，不要轻言复读。从往年复

读生经历分析，复读生的压力非常大，并不是每

位考生复读都会涨分。而且，复读是风险系数

较高的一种教育投资。据统计，一年的复读费

一般从6000至20000元不等，如果加上住宿和

生活费用，总消费在10000至30000元之间，这

相当于两至三年的大学学费。

近日，记者调查了几个复读生发现，复读

结果有人欢喜有人忧，选择复读并不是一条宽

敞的阳光大道。

省城多位高三老师认为，几种情况

的考生可以选择复读：高考发挥失常

的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但具备学习

潜力的学生、报考志愿失误的考生。

所以，考生在选择复读时最好和老师、

家长多交流。

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学习和无休止的

模拟考试，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这对每一个复读生来说都是不小的考

验。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高考复

读这一仗很难取得胜利。对于心理素质

不佳，经历了失败就容易悲观，考试时更

加容易紧张和焦虑；做事虎头蛇尾，开始

阶段或许还有学习热情，越往后越没冲

劲的学生不宜选择复读。

疑问：

安徽考生上一本缘何难？

现状：

近10万线上生不上专科

猜想：

明年复读升学之路有多宽？

建议：

越往后越没冲劲不宜复读

现场采访 开业摊位不到20% 专家建议
不能只保持三分钟温度

创业街很创业街很““冷静冷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