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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友旅行、学习充电、兼职打工……

大学生的寒假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实 习 生 陈 婧

学生们热切盼望的寒假到
了。这个寒假，你有什么计
划？准备如何度过？近日，记
者在我市大学生群体中采访调
查发现，与中小学生不同，大
学生在寒假的安排上基本都完
全自主，真正实现“我的寒假
我做主”。那么，这个寒假，
大学生们都是如何打算呢？

和亲友一起旅行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不
少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寒
假倾向于选择放松休闲。

去年9月，家住市区嵩山
西支路的王灿灿考上北京一所
大学。她告诉记者，进入大学
后才发现，大学并没有之前想
的轻松，同学们不是忙学习就
是忙各种社团活动，她也不例
外。据了解，除了正常的课程
学习，王灿灿还报了话剧社、
文学社两个社团，每天都在课
堂和活动场地穿梭。“这个寒
假，准备好好放松一下。为下
学期的奋斗储备能量。”王灿
灿说，她已经和几个高中好友
约好去厦门旅游。

“我们去了不同的大学，
准备趁游玩的机会好好聊聊彼
此的大学生活，一起看世界吃
美食。”王灿灿说。

在郑州上大二的徐丽告诉
记者，在电视上看东北的冬天

很美，尤其是一个个晶莹剔透
的冰雕作品，更是引人入胜，
而她从来没去过。这个寒假她
的提议得到了家人的赞同。

“准备和家人一起去东北游
玩，在东北的大冷天里吃冰
棍、滑雪，还有我爸最爱的猪
肉炖粉条。”徐丽说。

学习充电 提高自我

家住市区建设路的李伟，
在广东读大二，这个寒假，他
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寒假作业要
完成。李伟告诉记者，他是学
校职业协会行业分析大会的一
名成员。这个寒假，协会要求
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家乡组队进
行社会实践，实践内容就是找
不同行业的 100 人做调查问
卷，之后做出调研报告回校提
交，再由老师统一点评。

“准备叫上两个好朋友和

表弟帮忙，到人流多的地方和
写字楼转转。”李伟说，他认
为这个寒假作业很有意义，会
提高自己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
综合分析能力。

家住临颍县的陈恒在武汉
读大学，他告诉记者，寒假他
将在备战考研中度过。“准备
考华中科技大学，既然确定了
目标，就准备好好努力，以免
后悔。”陈恒说，班里不少同
学都已经开始了考研复习，自
己也不能落后。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
大学生还制定了寒假阅读计
划，也有一些大学生准备考取
驾照，大学生们都准备利用寒
假提高自我。

兼职打工 融入社会

寒假也是一部分大学生融
入社会的练兵场。吴磊是一名

大一新生，寒假他准备在家里
的火锅店帮忙。吴磊告诉记
者，父母在市区五一路开了一
家小火锅店，生意还不错，寒
假他准备到店里帮父母分担。

“已经干了一周了，就是帮忙
上 上 菜 、 算 算 账 、 打 扫 卫
生。”吴磊告诉记者，虽然自
己干的活儿并不多，但忙一天
真的有点累，但与父母的辛勤
相比，并不算什么。“很感谢
我爸妈，他们辛苦了！”

陈莉今年大一，学的市场
营销专业，寒假她准备到一家
小吃店做寒假工。她告诉记
者，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
月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提成组
成，差不多一个月能挣 2000
块钱。“如果卖的多，提成
多，工资也会高，既能将学校
里学的理论实践一下，又能挣
钱。”陈莉说。

冯伟是一名大二学生，学
的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寒假他
在我市一家培训机构找了一份
兼职。“在家闲着也没事，不
如出来挣点零花钱。”冯伟告
诉记者，他从上大学就开始了
兼职打工，不仅可以挣钱，更
能让他更快地融入社会，为毕
业以后进入社会做准备。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陈金旭

春节临近，一些家有宠物
又要外出过节的市民，开始计
划给自己的爱宠找一个暂居
地，有的人求亲戚、朋友帮
忙，还有的则将宠物寄养在宠
物店。2月3日，记者走访市区
多家宠物店了解到，虽然离春
节还有一个多星期，但一些宠

物店的寄养订单已经接近饱和。

宠物寄养生意火

在市区湘江路一家宠物店
门口，记者看到玻璃窗上写着
春节宠物寄养预订中的字样。
店主徐春来告诉记者，很多宠
物店的寄养名额是有限的，尤
其是大型犬，寄养起来比较麻
烦，有这方面需求的市民最好
抓紧时间预订。“上个星期就
开始有人到店里咨询， 现在
已经有6位市民在我这交了订
金。”徐春来说，“店里最多可
以寄养 12 只宠物，再多就忙
不过来了。”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泰山
路的几家宠物店，发现这里的
宠物寄养生意同样不错。一家
宠物店的店主刘先生表示，店
里宠物寄养的名额已经快满
了。“选择春节旅游的市民越
来越多，宠物寄养生意也越来
越好。”刘先生说，“店里面积
小，只接受小型犬和中型犬的

寄养订单，名额是6个。”
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

春节是合家欢乐的日子，但是
在接受采访的十几位宠物店店
主中，只有一位选择春节期间
休息，其余均开设了宠物寄养
服务，大家都想在这个市场分
一杯羹。

价格不低 按天收费

市民陈春华女士家中养着
两只雪纳瑞犬。今年春节，她
计划跟家人一起去泰国旅游，
决定将两只宠物寄养在宠物
店。“泰国阳光充足，春节去
正好，还可以在海边放松身
心。”陈春华说，“本来想把两
只狗放在我妈那，但又不想让
老人费心，干脆放在宠物店。
一只狗一天 35 元，9 天共 630
元，价格还可以接受。”

记者了解到，我市宠物店
的寄养服务按天收费，小型犬
为30元~40元一天，大型犬是
40元~60元一天。同时，不少

店家都打出了贴心、优质服务
的口号。市区嵩山路一家宠物
店的店主陈女士称：“我这大
型 犬 的 寄 养 收 费 是 每 天 60
元，可能比别的店贵一些，但
是保证每天遛狗，定时消毒，
用的狗粮也是进口的。”

签订协议 避免维权难

虽然宠物寄养市场红火，
但记者了解到，目前还没有严
格的准入门槛和管理标准。在
市区海河路一家宠物店采访
时，市民李晓晓女士就向记者
讲述了去年遭遇的烦心事。

“去年春节前我把狗放在宠物
店寄养了5天，回家后第二天
就发现狗掉毛，到医院一检查
是皮肤病。”李晓晓说，“宠物
店非说跟他们没关系，你说气
人不气人。”

对此，业内人士提醒，寄
养前市民最好与宠物店签订寄
养协议，以免发生纠纷时难以
维权。

放寒假了

春节临近 宠物寄养需求旺盛
提醒：别忘签订协议，以免产生纠纷时维权难

泰山路一家宠物店内寄泰山路一家宠物店内寄
养的宠物狗养的宠物狗。。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各
家各户也逐渐忙活起来为春节
做准备。2月5日，记者在黄山
小区门口看到，一位磨剪子抢
菜刀的老人生意十分红火，磨
剪子抢菜刀作为一门老手艺，
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
在春节前夕，这些老手艺人还
会走街串巷，给市民提供服务。

街头的手艺人

“磨剪子抢菜刀……”2 月
5日中午，在黄山小区门口，一
位拖着长音吆喝的老人引起不
少人的注意。一些居民叫住老
人，从家里拿来菜刀让他磨。

老人从三轮车上搬下来一
个长板凳，一头绑着一块磨刀
石，一头抵着一块斜木板，老
人跨坐在板凳上，拿起菜刀在
太阳下仔细观察刀刃，然后把
刀放在木板上，用一根铁链，
一头挂住刀角，另一头踩在脚
下，菜刀被牢牢固定在斜木板
上。老人拿起一把抢刀，把菜
刀的刀刃刮薄，然后再用磨刀
石打磨，磨的过程中不时用小
刷子沾水刷一下，磨完后用毛
巾把菜刀擦干净，反复几遍，
一把刀就磨好了，整个过程用
时20分钟左右。

不图挣钱只为乐

记者采访得知，老人叫李
焕邦，今年75岁，老家在郾城
区龙城镇，如今跟着孩子在市
区生活。他有磨剪子抢菜刀的
手艺，虽然年纪大了，但每到
春节前，他都会带上工具，骑
着三轮车到街头转转。

李焕邦告诉记者，现在的
全钢刀、不锈钢刀等是不用抢
的，需要抢的是夹钢刀，使用
久了露出的钢质部分少了，菜
刀就要抢，也就是用抢刀将包
裹在钢材外边的铁铲除，使钢
露出来。

“平时很多家庭都很少做
饭，自然也用不着菜刀，过年
了一家老小都回来了，家里的
菜刀就需要好好磨一磨。”李焕
邦告诉记者，现在一天能抢十
几把菜刀，等过了腊月二十
三就更多了。过去在农村，几
乎每个村都有会抢菜刀的，现
在已经没人干了，自己不图挣
钱只为乐，充实下生活，也把
工具拿出来练练手。

手艺人走街串巷
不图挣钱只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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