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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高校学子们也将陆续返校，迎接新的大学生活。随着时代的
变迁，他们的行囊中又增添了什么东西呢?在不同年代，又有着怎样的时代
“烙印”?连日来，星报记者采访了各个年代大学生们和他们的开学装备，一
起去看看吧！

记者 董艳芬

1995 年，六安的刘成考入安徽

理工大学，“书、衣服、鞋子、晾衣架，

塞了满满一大袋子，加上父子两人的

车费，总共就花了 1000 元左右。”刘

成说，那时候同学们很少有电脑，

“大一那年，我们男生寝室楼里没有

一台电脑。”

刘成给记者说了一个故事，大一

那年一个周末下午，自己和班上一位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去商城看

衣服。营业员看出两人是学生，没怎

么搭理。“最后，那个同学把上衣捋了

捋，故意露出BP机，营业员态度立马

就热情起来。那个年代，有一部传呼

机别在腰上别提有多洋气了！”刘成笑

着说。

让刘成印象深刻的是，他上大学

的时候，学校附近的淮南牛肉粉丝5毛

钱一碗，而去年，那里的牛肉面已经涨

到7块钱了。

1985年 9月 1日，19岁的李方启

从安庆太湖县来到安徽大学报道。

“那时候上大学不用交学费，开学

装备是从家里带来的被子、木箱子、暖

水瓶……也就几十元钱。”李方启说，

当时的大学寝室只提供一张板床，没

有电扇更没有电话，20平米的寝室住

着8个人。“那会儿大学生当中，连块手

表都极其罕见，更别提手机、电脑了。”

李告诉记者，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每学期生活费大约200元，学校会发

饭票补助，最大的开销就是买日用品

和同学聚会。“周末有时候会和同学一

起去公园逛逛，当时公园还要收门票，

加上来回车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

出。”

很巧的是，29 年后的这个 9 月，

李方启 18 岁的儿子也要上大学了。

与当年相比，儿子的开学装备不知升

级多少倍，“给他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外加一台手提电脑，光这两大件

就花了1万多。”李方启告诉记者。

1980年代：拎着水瓶、背着被子上大学
采访对象：李方启
入学花费：几十元钱

1990年代：有一部传呼机洋气极了
采访对象：刘成
入学花费：1000元左右

看,这场大学开学装备“年代秀”！

90年代有个BP机是真“土豪”
现在学生拿个苹果手机太普遍

星报讯（詹 伟 伟 记 者 马 冰 璐 文/

图） 提起67年前中学开学第一天的盛

况，家住合肥市五里墩街道的周奶奶至今

仍记忆清晰。在桂林女中求学的那段岁

月，她和同学游漓江、逛公园……“比起现

在的孩子，我们那时真是轻松惬意、有意

思！”

77岁的周奶奶从小在桂林长大，因

为天资聪颖，4 岁时，她便提前入学。

1947 年，10 岁的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桂林女中，成为一名中学生，“开学那天

是8月底。”她清晰地记得自己和同学们

穿着一件浅蓝色连衣裙，脚穿白袜子、

黑布鞋，“胸前还戴着校徽。”

提起那段难忘的中学岁月，周奶奶最

大的感触便是“学业负担轻。”在她印象

中，作业很少，半个小时就能写完，“虽然

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但从不排名次，

也不开家长会，一点学习压力都没有。”

她和同学的课外生活也十分轻松惬

意，“五六个人凑点钱，去漓江边租一条

船。”乘船游玩时，她们还可以顺便游游

泳。“约同学逛公园、爬山也是常有的事，

十分轻松惬意！”

星报讯（苏卫兵 记者 桑红青）

昨天，合肥七中1200名新高一学生正

式开学报到，这也意味着合肥七中新

校区正式启用。

据介绍，合肥七中新校园教学区

共有6栋教学楼，命名取自《礼纪》当

中的一句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由于这句话只有5

个词组，另外就加了一个“广智之”，分

别取其前两个字将6栋教学楼分别取

名“博学楼、审问楼、慎思楼、明辨楼、

笃行楼、广智楼。”

为了区分高中三个年级的学习重

点，还分别将高一的学习区域取名“问

学书院”、高二取名“思辨书院”、高三

叫“智行书院”，三个庭院中各取一个

字作为文化墙，高一以“问”为主、高二

以“思”为主、高三以“行”为主。

据悉，合肥七中新校区首次招生

规模就比以往增加了一倍，明年有望

增加到1500人，未来全校学生或会达

到6000人规模。今年起，高一新生在

新校区就读，现有的高二、高三学生不

会受到影响，继续在芜湖路校区上课。

星报讯（杨艳红 童时珍 星级记

者 俞宝强） 昨日，记者从蜀山区朝

阳社区获悉，今年，该社区连续第三

年，推出自己的“助学子圆梦”活动

蜀山区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项奖励没有限额，

凡核实为辖区内祖居户，被一本院校

录取即可获得 2000 元，二本院校为

1500元，三本院校为1000元。同时，

针对初升高，被合肥1中、6中、8中以

及168宏志班录取者可获得1000元

奖励。据统计，今年，辖区内总共有3

名学子考取一本院校、8名学子考取

二本院校，2名学子考取合肥一中和

八中，13名祖居学子共计获得奖金2

万元。

蜀山区朝阳社区开学送“福利”

77岁老太追忆中学岁月：
作业少，不排名次，没有家长会

2000年代：手机、新衣和新鞋
采访对象：网友小占
入学花费：5000元

网友小占2006年考入淮北师范

学院，她的开学装备与之前的几名

“老大学生”相比豪华不少，有价值

3000多元的手机、花费1300多元购

置的衣服，还有近600元的新鞋。

“那时候手机已经很普遍了。”

小占对记者说，毕业的时候，寝室里

都开始普及电脑了，说是为了投简

历，其实男生为了方便玩游戏、女生

为了看小说、电影。

小占算了算，她大学4年平均每

年的生活费在1万元左右。

2010年代：
智能手机、手提电脑是标配
采访对象：张玲玲
入学花费：1.3万

智能手机、手提电脑、拉杆箱

……2014年8月30日，是安徽大学

今年迎新生的日子，记者上午在该

学校采访发现，智能手机和电脑几

乎成了标配。

“我的手机和笔记本都是新的，

光这两大件就花了近1.1万元。”该

学校大一新生张玲玲告诉记者，自

己一到寝室发现，每个室友都带电

脑来了。

记者留意到，和过去几十年的

装备不同，张玲玲和室友们的行囊

中甚少有日用品的身影，“生活用

品？到了学校之后直接买现成的就

行了。”张玲玲解释说。她估算了一

下，加上买衣服、鞋子、蚊帐、日用

品、化妆品、手机办卡充值，为了上

大学，家人最少花掉了1.3万元。

合肥七中新校区昨天正式启用
教学楼的名字都很有深意

周奶奶在翻看中学时期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