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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到自然醒，刷手机，打游戏，大学生们到底有多“宅”？

近日，某大学生消费分期服务平台发布了全国首份大学生暑

期“宅”情调研报告，结果显示，超过 56%的大学生的假期都在

无所事事或没有清晰的规划中度过，多依靠网络、手机等打发

时间。（8月8日《金陵晚报》）
若是在一般的假期里，时间短，干不成什么事，大学生

“宅”在家里那还无可厚非。然而，大学生的暑假一般是两个

多月的时间，还整天“宅”在家里：睡到自然醒，不按时就餐，依

靠外卖、零食，几乎不外出，靠社交软件、看视频等度日，这就

不太正常了。笔者曾听一个大二的学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暑假

生活：“我什么也没做，基本上每天要么躺床上，要么沙发上

‘葛优躺’，基本没出过门。八、九点起床，微信朋友圈刷到底，

回复留言，再刷微博看看搞笑段子，磨叽磨叽到 11：00 左右，

开始叫外卖，12:30左右吃午饭，然后接着躺床上开始看视频，

一下午又打发过去了。晚上呢，再跟同学朋友们语音或视频

聊天，吐吐槽，听听音乐，又要睡觉了——好无聊！”

同事的儿子也是大二学生，暑假期间整天“宅”在家里，开

始一周父母和儿子亲情融融，时间久了，矛盾就出来了。同事

曾对笔者说：“平常天天盼着孩子回家，想不到竟盼回来了几

肚子的气。他整天在家里玩手机，讲不得，骂不得，当然也看

不得。”在单位与同事们谈起各自孩子的表现，个个也都感同

身受，其中一位女同事被自己的女儿气得哭了……按理说，大

学生都已成年了，应当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了，适当地找一些

事做，好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让父母放心。

其实，暑假生活完全可以丰富多彩的：可以打暑假工，既

可积累社会经验，又可减轻家庭负担，可谓一举两得；还可以

到乡村去支教，免费为乡村学生上课，或带领他们进少年宫，

或组织他们在村活动中心活动，或帮助村委开放农家书屋，这

样既了解农村，又帮助了乡村留守孩子，可谓功德无量；当然

更可以学习充电，对于那些打算考研的大学生，可以利用暑假

的时间，专心地看看本专业书籍，考公务员的则可以多向有经

验的前辈、同学、老乡等了解相关的情况，适当地做一些习题，

此外，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拓展自己的技能，如考驾照、教师资

格证等；有时间还可以去实习，有条件的大学生可以找个专业

对口的单位，提前实习一下未来的生活，未雨绸缪地为自己筹

划一下将来，提升自己实践能力，这应当是大有益处的。

总之，同样是暑假，你如何让它过得完美充实呢？这是在

考验每个大学生的智慧、情商、人脉等综合能力。但愿那些整

天“宅”在家里百无聊赖的大学生们早日走出那狭小的空间，

走向社会这个海阔天空的大舞台……

大学生暑期
“宅”情严重须全力“拯救”

最近，笼罩在“桑拿天”下的北京，异常燥热。

这几天，身为 2016年“中国间隔年计划”项目

负责人的廖小涵也忙得热火朝天。

“中国间隔年计划”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组办，每年从报名者中选出 10 名学生，对其

给予资助并派导师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完成“间

隔年”。

2016 年是该计划发起的第二个年头，在 6 月

30 号公布了今年的入选名单，入围者即将在 8 月

底启程出发。“小伙伴们快出发了，很多细节要赶

紧落实，选导师、确认行程……”没等记者发话，

这位 90后项目负责人连珠炮似地说个不停。

作为一个舶来品，“间隔年”的概念近年来逐

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在欧美，年轻人在升学前或

毕业后、工作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或义工等，在

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

方式。这一年，被称为“间隔年”。

根据某机构近日公布的 2016 年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大数据报告显示，“间隔年”进入最爱毕

业去向的前 5 名，旅游和做义工成为他们“间隔”

的主要方式。毕业不就业，来场“间隔”似乎成为

一种时髦的选择。

与现实的“苟且”相比，“间隔年”的美好看上

去更应和“诗和远方”。

间隔年，一场
褪去热血的出走

8月7日，来自西藏聂拉木县的藏族学生在山东核电科技
馆观看核岛机组模型。

当日，10名来自西藏聂拉木县的藏族学生来到位于烟台
的山东核电科技馆，了解核电科技，探寻核能奥秘。据了解，
西藏聂拉木县是山东省烟台市的对口支援单位，经过烟台市
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牵线组织，这10名藏族学生从8月 6日起
开始在烟台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

新华社发（唐克摄）

藏族学生探秘核电科技馆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就在一年前，作为“间隔年计划”的首批资助

的大学生之一，廖小涵的身份还只是该活动的参

与者。

那时的她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大四。

作为一名中山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生，

成绩优异的廖小涵当时既可以选择保研，也可以

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令所有人不解——她

统统放弃了。

这颗“任性”的种子早在入学时便埋在心

里。“当时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说做 IT、当

软件工程师很赚钱，我就同意了。当时是没感觉

嘛，就跟高中选文理科一样，后来上学后就不开

心，这不是我想要的。”

偶然间，她读了特蕾莎修女的传记，接触了

公益，从在敬老院做义工到去模拟联合国实习，

开始参加各种 NGO 活动。“我发现公益不错耶，

至少很开心。”

到了大四，面临职业选择，不再像四年前

选专业那般，她决定尝试后再说，用“间隔年”

来确认从事公益行业的可能性。“选择一个工

作就像结婚一样，总要先谈个恋爱才知道合不

合适。‘间隔年’就是恋爱期，看看我能不能进

公益这行。”

廖小涵说，很多间隔小伙伴像她一样，都是

一群“较真的小同学”。“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你

明明可以有更轻松的选择，为什么偏要这样，觉

得我浪费了一年时间。但当时的我真的很纠结，

必须要找出一个答案。”

这种苦闷的经历，刘诗游也曾有过。5年前，

他在非洲大草原上度过了一年的“休耕期”。当

时正在读大三的他深陷迷茫：课本知识陈旧、实

习也无趣，他开始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果断休学，

开启了间隔模式。

“间隔的背后是内心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

自己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这一事实。”回忆起 5

年的“率性而为”，刘诗游坦言当时“间隔年”一个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除了那些常规的大学毕

业出路，还有什么可能性，渴望更丰富的经历，想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刘诗游把“间隔”看成是在浓雾中行走时获

得的一个指南针，它告诉你每条路是直达彼岸，

还是背道而驰。“间隔让你跳出既定的生活模式，

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正因为脱离了原本

的轨迹，可以相对专注于自己想尝试的事情，受

外界影响较小。”

找寻，是很多上路人的理由，一年后有的人

找到了，有的人没找到。

显然，这一年给了廖小涵答案。

纠结后的选择
一群很“较真”的年轻人

2016年“间隔年计划”启动后，廖小涵的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阅读报名者的“间隔计划书”，从中

筛选出优秀者。什么样的人会脱颖而出呢？廖

小涵用了一句流行语“主要看气质”。

“间隔绝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些提交的

计划只是一份旅游行程，这显然是不能通过的。”

在间隔途中，廖小涵遇到过因升学失败或人际关

系等原因“间隔”的在校生，她更愿意把这称为

“散心”而不是“间隔”。

在廖小涵看来，间隔是件严肃的事。“这一年

是要带着问题上路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这一

路要体验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回避。一年后回

来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之前怎么样还会是那

样，甚至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变了，想重新适应

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你的起点，比起你

出发之前反而更低了。”

廖小涵说，“间隔”不是“诗和远方”，而是让

你更好地“苟且”。“在你不知道如何‘苟且’的时

候，间隔给你点时间，让你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

式。旅游、义工这些形式从来不是间隔的必备

品。你也可以在工作、学习的同时间隔，换一种

节奏思考、探索自己。如果有人不用间隔就找到

自我，我很羡慕他。”

勇气也是“间隔气质”中不可或缺的一点。

绝不是说走就走
理性挂帅的“间隔气质”

“家里一半，实习工资一半。”这是刘诗游一

年“休耕期”的生活费来源。“间隔期间参加了商

业实习，不过薪水不高，不够日常花销，剩下的就

是家里的钱。”

参与“间隔年计划”的学生也面临着同样

的困境。基金会虽然会给 10 位参与者每人 3

万到 1 万不等的奖励金，但显然这不足以支付一

年的花销。

去年 8 月到 12 月，廖小涵去印度、尼泊尔做

义工，在此期间资助金就基本花光了。转年到了

春节，靠着家里人给的压岁钱以及自己回国实习

挣的钱才勉强维持了“间隔”。

“在国外发展模式已经相对成熟，首先从

官方角度就非常支持，会有很多基金会向间隔

人群提供帮助，类似于借你一部分钱。其次，

企业和学校的态度也很开放。”廖小涵指出，考

虑到就业率和升学率，在国内提交休学申请，真

的要拼一下“人品”。“有的学校很开明，鼓励你去

探索世界，但也有一些学校会劝你还是在学校好

好读书。”

而更大的阻力则来自于社会大环境。“现在，

中国普遍成功学导向，要作‘别人家的小孩’。

一根独木桥你只有把别人挤下去才是成功的，如

果被挤下去就是失败。选择间隔，家长们觉得这

一年的时间输不起。”廖小涵说，去年 10名入围人

选中，最终成行的只有 8位，其余两位则多多少少

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

从学校水平来看，在今年报名“间隔年”的在

校生中，来自 211、985院校的学生不足 1/10，而男

女比例从去年的 3∶10 跌至 2∶8。“承载越多社会

期待的学生越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他们觉得机

会成本太高了，耽误不起。而男性更是肩负了更

多的生存压力，毕业不去工作而是去骑行、义工，

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廖小涵说，反

而来自普通高校的学生心态会更平和一些，对于

今后发展不会那么“计较”。

虽然今年的报名人数是去年的一倍，但离廖

小涵心中对“间隔”未来的期待还相差很多。“我

并不是要把间隔推广到每个人，而是希望传播的

是一种关注内心声音的间隔年理念，跳出固有模

式，看看自己。间隔年理念的深入人心，仍是一

项道阻且长的工作。”

间隔之重
“谁也耽误不起”的一年

不可否认的是，间隔也是风险很高。“选择间

隔就意味着失去了应届生的黄金身份，落户等优

惠政策基本很难享受了。”廖小涵说。

在知乎“那些间隔年后回来的人都怎么样

了？”一问的回答中，网友“陈湘湘”给出了这样

的 答 复 ：这 一 年 会 让 你 失 去 应 届 生 的 求 职 平

台，失去工作奋斗的连续性，甚至丢失一部分

工作技能，而且回来后可能发现生活节奏和环

境都改了，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如果没有先

给自己留个退路，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很不负

责任的。

刘诗游告诉记者，间隔年的弊端也是明显

的，一整年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亲人朋友不理解

导致彼此关系的恶化；一般来说不菲的财务投

入；需要考虑和适应间隔年后如何回归正常的生

活轨迹，或者永远不回归；还有就是被划分为“异

类”的风险。

“如果觉得间隔年的这些‘损失’都可以承

受，也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那时候再谈出发吧。”

廖小涵对记者说。

作为一个舶来品，
“间隔年”的概念近年
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
解。在欧美，年轻人在
升学前或毕业后、工作
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
或义工等，在正式步入
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
体 验 另 一 种 生 活 方
式。这一年，被称为

“间隔年”。

在黑龙江省，一场由高校师生为“新”主角的

创新创业热潮正不断升温。这些掌握最新科技

成果的年轻人，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创新驱

动注入了“青春动能”。

“90后”博士团队：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
未来领军企业

暑假期间，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园内一片热闹景象，30 多家创业企业，20 多支创

客团队，近 300名员工在此忙碌，不时有年轻的面

孔快节奏经过。

在一楼的“功夫咖啡厅”里，记者见到了 1991

年出生的博士在读生万龙，他是哈尔滨万州焊接

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15 年 5 月，万龙放

弃高薪工作和英国剑桥等大学访问邀请，在黑龙

江省政府和哈工大的支持下，组建了这家由博

士、硕士在读生和毕业生为核心团队的创业公

司。“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做中国焊接领域的领

军企业，未来还希望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和技术推广到全世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成为

焊接领域的世界知名企业。”他说。

万龙的创业激情和自信，源自实打实的技术

优势。依托哈工大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

室，万州焊接现已在搅拌摩擦焊等领域拥有国际

领先水平的 30余项专利。这些技术在航空航天、

船舶、新能源汽车、5G基站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凭借过硬的技术，万州焊接获得了国内外专

家、跨国公司以及投资人的认可，新订单应接不

暇，吸引总计超过 500万元天使投资，现正加紧研

发基于机器人的三维搅拌摩擦焊设备。

“互联网＋智慧能源” 工业大数据在行动
作为老工业基地，能源、电力工业、装备制造

等一直是东北的传统领域。由哈工大能源与动力

学院教师万杰博士领衔的燃卓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正致力于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技术与工业数据相结合，率先将“互联网＋”引

入能源生产领域，助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与可视化，可以大大

提高设备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燃卓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80后”刘智介绍公

司业务时说，“过去工业大数据分析业务主要由

国外公司垄断，为了确保数据的安全，国内用户

往往忍痛弃用。我们自主开发的工业大数据分

析云平台，不仅可与国外同类产品媲美，一些方

面还更有优势。”

2015 年 4 月成立至今一年多时间，燃卓科技

现已有在职及兼职员工 30 多人，其中博士、硕士

学历 20多人，承接合同总额超过 500万元。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下，我们希望

能通过自身努力，充分利用我们的工业大数据云

平台与各方合作，打造高端智能装备制造及能源

互联网试点基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经济

转型升级出力。”万杰博士说。

围绕人才聚集地孵化科技转型新引擎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

在航天、船舶、新材料、机器人、电子信息与工程

等方面都有很强科研实力。围绕高端科技成果、

人才等优势，孵化创新型企业，从而转化成生产

力。”哈工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敬伟说。

大学生有技术、有激情，然而创业初期往往

会在企业管理等方面遇到“新秀墙”。在创业园

内，由创业导师、技术导师、投资经理和管理人员

组成的专业服务管理团队随时提供帮助指导，享

受优质免费场地，商、财、法、税一站式服务。只

要有好的创意和产品，各方优势资源快速聚拢形

成合力。

为落实国家有关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政策，黑龙江省 2015 年 5 月出台《关于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青春风暴”

获得更有力政策支撑。

“万峰磅礴，必有主峰，转方式调结构，构建

现代产业新体系，最终要靠创新引领，正需要有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

级、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提供技术源泉、打牢人

才基础。”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说。

（据新华社）

高校创新创业为老工业基地注入“青春动能”
文·高 星

8月 7日，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23岁的王大德
向来调研的大学生分享“订单农业”的发展思路。

（视觉中国）

海南大学生走进乡村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