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毅，是第二届生存训练营队长，和同学们在杭州
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生存训练。如今的他在昆明，回忆
起11年前的这次生存经历，他印象深刻，“当时社会经
验不足，前期在校内规划的生存思路和搬到现实实战
的差距比较大。”

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这么写到：“刚开始我们觉得自
己很清高，结果受到的只有冷漠。后来我们放下架子，
假设我们身上真的就这么多钱去维持生计会怎么做？
结果在面试的时候很多面试官、经理被我们的真诚和勇
气感动，很多市民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小
组5个人每天有6份工作的收入，人均在70元以上。”

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收获，阮毅第一句话就是：“同

理心”。他进一步解释说，毕业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到昆
明参与收购文贸大厦，后来收购矿山，做房地产，“遇到
逛街发传单的，我不会看，但我会拿，因为我当年也发
过。我还给朋友说，让他们拿着，真没用的走远点再
丢。还有，我对扫地阿姨、保安都比较尊重。因为他们
有些虽然素质不高、文化不高，但是他们很渴望被尊
重，只需要笑脸打招呼，他们会加倍对你好。”

而牟月林的同学们说起这次生存训练营的收获，很
多人都说：“这种经历永生难忘，特别是我们队友间互相
帮助、一起克服困难的体会，真是‘革命友谊’。”牟月林
则更有信心地说：“我们现在觉得有过这样的经历，到哪
里都能生存下去了。”

在陌生城市生活10天
这项生存训练已经坚持了12年
先后有400余名大学生参与
50元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但找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多

每人50元

这个暑假，宁波工程学院经
管学院19岁的大一学生牟月林
和她的队友们共30人完成了一
次生存挑战：每人50元，在浙江
永康生活10天。

12年前，她的学长，22岁的
石文波和21个队友，在杭州完成
了同样的生存挑战。

连续12年的暑假，宁波工程
学院一直在做一个叫做“生存训
练营”的活动：50元，在陌生城市
生存10-15天，先后有400余位
大学生参加，对多数参与者来
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深入地接触
社会。

社会越来越发达，城市越来
越大，50元能买的东西越来越
少，但找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多。

12年来，这400余位大学生
的体验，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

“学姐告诉我，参加这个生存训练营真的很好，可
以认识很多好朋友，在挣钱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提早感受这个社会。”冲着学姐说的那些好处，这个暑
假，四川女孩牟月林毅然报名参加了生存训练营。

她经历了面试、笔试还有再次面试，写了生存计划
书，甚至还进行了体能测试，才获得这个宝贵的“吃苦”
机会。

2007年暑假，这个活动第一次举办，当时的带队
老师、活动发起人陈彪告诉记者，当年举办活动的初衷
是：“既然是学经济管理的，以后大多会从事商业工作，
需要在大学时候走出去闯一闯，接触社会。”2002年，
陈彪还是浙江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就曾参加了学校在

青岛举行的生存挑战活动，受此启发，他发起组织了宁
波工程学院经管学院的“生存训练营”

那一年，听说有这样的活动，全校沸腾了，经管学
院报名的学生就有500余名，很多同学想法是：“50元
过15天，就当减肥了，而且是在杭州，可以好好到省城
玩半个月，又能体验生活，锻炼胆量。”

2007年，学校设置的报名门槛还是挺高的，“要求
两年以上学生干部，有一定的抗挫折能力；必须参加体
能测试，女生跑800米，男生跑1000米，身体要棒；还
要参加职业测评，制作生存训练计划表。”陈彪介绍说，
这样，经过筛选，22名学生得以参加第一次“生存训练
营”。当然，其中部分选拔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参加第一届生存训练营的同学大多出生于1987
年、1988年，“属于80尾的孩子，很能吃苦。”那年，同
学们安顿在杭州一家小旅社，开始出去找工作。

“同学们找的都是短期工，有做洗碗工的，有到肯
德基打小时工的，有到话机世界做推广的，也有学生在
西湖景区当导游，甚至还有学生去做‘流动的广告牌’，
拉着大幅商家广告骑车在闹市区兜圈。”陈彪告诉记
者，“只要能找到工作，大家都会去做。”

而随后这些年，同学们的挣钱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了，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自己的专长去挣钱。

“有一届学生提议去买基金，这个学生希望启用备用金
(规则是每人两百元随身带，紧急情况下启用，晚上要
检查的)，让钱生钱，赚的钱抵房租。经过讨论，其他同
学认为风险大，违反本次活动规则，没有支持，但我肯

定了学生的想法。”陈彪说。
2010年时，生存训练营选择在义乌举行，当时义

乌刚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示范区，对外贸人才需求很大，
那一年很多学生找到了相关的工作，为老外做翻译，跟
单、制单、报关……学生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在义
乌如鱼得水。

今年暑假，牟月林10天里做了四份工作：发传单、
洗碗、做推广、搬运货物。“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自己的
专长来挣钱，比如做推广，当时是为德国一家玩具公司
做PPT课件，还要拼玩具模型，做PPT是我和同学们
擅长的事情。”

这两年的学生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出生，接近
了00后，在他们看来，“流动的广告”这类工作就有点
显得不上档次了。

“第一天，我们就是买了超市里的馒头，就着那里
的免费饮用水吃的，连榨菜都舍不得吃啊。”牟月林和
她的小伙伴们就这样度过了前两天，直到找到工作挣
到钱。

12年前，她的学长们差不多也是以同样的饮食开
始他们的生存训练营。

“这十几年来，学生们勤劳吃苦的良好品质都是一
样的。”陈彪见证了2007年到2012年的训练营，因工
作调整，从2014年起，周丽娜老师接任了这项工作，两
位老师对学生们的吃苦耐劳精神都予以了肯定。

但是对于消费观念，十几年间的学生们变化还是
很明显的。

“刚开始几年，有学生会在打工的饭店里打包一些
顾客的剩菜剩饭，回到旅馆用电饭煲加热，同学们一起
分了当晚饭吃。”陈彪说，“但是后面几届就不一样了，

有学生觉得这样做不卫生不健康，在赚了钱后，也有学
生去吃肯德基之类，他们的观念是自己赚钱自己消费，
这样才有动力明天更好地去赚钱。”

周丽娜老师最直观的感受是学生的住宿观念。每
次训练营都是学生自己寻找住宿地，“前几年的学生住
的小宾馆条件差一些，但是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关注住
宿条件，他们会选择看起来更干净的小宾馆，自己去还
价，毕竟90后成长环境更好一些了。”

还有一件事让周老师印象深刻，有一次有个男生
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宾馆里休息了一天，因此那天男孩
也没有了收入。“这个要是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
情，同学们都会觉得自己是拖了团队后腿，但是现在的
学生就不一样了，这个男孩理直气壮地说：我前几天通
过努力已经赚了钱足够养活今天的，所以选择休息一
天也是可以的，明后天我就更有精力去赚钱。”

初衷：从减肥游玩到主动找“吃苦”

择业：从“有工作就好”到用专长挣钱

消费：从“省吃俭用”到“消费是为了更有动力赚钱”

收获：从“收获同理心”到“有信心到哪里都能生存”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谭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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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训练（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