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大
学生的月花销自然有多有少。那么，在你的
心目中， 自己或孩子的大学生活费究竟多
少才合适 ？ 欢迎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731-84326110，或登录新浪、腾讯微博@
三湘都市报说出您的想法。

心理专家丹妮认为，大
学生理财应该以节流为主，
开源为辅，但勤俭节约是得坚
持的。那么，如何理性支配大学
生活费？

1、记账能让自己对每一笔支出
做到心中有数，对自己花钱行为有责
任感，也不会乱花钱了；2、每个月都规
划一笔“应急款”，以防生病买药，过生日
请客等临时花销；3、费时费力的兼职，不如
努力学习拿奖学金， 做兼职要理性一点，不
要把自己当成廉价劳动力。

“坤姐”是个男生，从小学二胡，是湖南
大学的艺术特长生。由于在文科班里，大家
觉得这么叫他挺亲切。

大一那年的国庆假期，有个中介公司来“坤姐”
寝室发传单，“坤姐”和室友们都填了一份。在表格的
特长一栏，别人都填的数理化，但“坤姐”填了二胡。第二天，

中介公司就找到了他。
“费用是我自己定的，一小时50元，一个月4次 。带

两个学生，一个月可以赚400元！”回忆起第一次当家教
的日子，“坤姐”的眼睛泛着光，“后来艺考的时候
学生多，我还教过巴乌、葫芦丝！”

拿着自己赚的钱，“坤姐”想到了旅游。“大学
四年，我几乎游遍了湖南，大二去了海
南，今年2月还去了贵州镇远。”

小芳的生活清单：
父母给的生活费： 不清
楚，每周打一次
打工赚钱：不详
月支出：500-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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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支500元能否过上校园品质生活
长沙大学生网晒开销引热议 支招：费力兼职不如拿奖学金

近日，网友@小芸芸123在长沙网晒出一张“湖南师大大二生月开支500元的品质生活清单”，将自
己平时在校的一个月开销，图文并茂地罗列了出来。 @小芸芸123说，自己的伙食基本在食堂解决，衣
服大都在金满地、步行街、学校外面的小店购买，每个月只要500元，就可以过上“品质生活”。

但正是这一清单，引发了众多网友不同的意见。网友@双节棍jay直呼，“天哪，新一代的节约女神！
穿的衣服蛮好看的啊，难怪那么瘦啊。”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这样不科学啊，难道中餐晚餐
只吃一顿？”

更有人调侃她穿越回了8年前，网友@洎僦騎驢瞧晿夲称：“伙食费一天10
块钱？我8年前的标准啊！”而网友@阿兵7858则表示非常想入伙，“什
么时候到你们学校去吃饭，没别的意思，就为这便宜！”

小武是长沙大学大四的学生，每月800
元的生活费， 让她这个时尚的女孩子过得
有滋有味。

小武告诉记者， 每学期开学前 ，父
母都会一次性给她4000元的生活费。初
进大学时，就有同学邀她一同去外面打
工 ，赶新鲜的她欣然答应 ，接着就再也
停不下来了。“第一次花自己挣的钱，感
觉自己长大了，变得独立了，钱花得很
舒心。”

拿着账本，小武细细地算了下，非常得
意地说：“我平时利用周末去做家教、 摆地
摊、搞促销，每个月大概也有500到600元的
收入。加上父母给的生活费，日子过得比较
潇洒！”

小武告诉记者，“爱美是女孩子的天
性，除去伙食费，多出的钱可以小小犒劳下
自己，平时也能逛逛街！”

“不一 定
一个月好几千
才能过得好，
姐姐我就500
过得爽啊。”

@小芸芸123的生活清单：
话费：50元
交通费用：IC卡共计30元
餐费：早餐2元，午餐/晚餐：4
元，共（2+4）×30=180元
服装：每月三件共计150元
其他：零食、逛街买小吃共
计100元
合计：500元

小武：打
工的钱补贴开销

“钱不够了，我就去
做兼职， 小日子还是可
以的！”

小武的生活清单：
伙食费： 学校食堂早餐2元，
中餐、晚餐3-6元，每月总计
450元
水电、电话费：共计120元
水果、洗漱用品：共计80元
衣服：100元
课外书：50元
合计：800元

■见习记者 张明阳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武英子

小芳的账单是最让记者诧异的，她的月
开销居然会有500到10000元的差距。小芳的
家境很殷实，加之性格豪爽，在大学里每次和
同学外出吃饭、打车，都是她一人买单。为了
不让小芳饿肚子，爸妈只好每周给她打钱。

由于自己大手大脚， 家里又没限制，她
一个月的生活费直奔万元，“当时没想那么
多，觉得和朋友一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受一名勤工俭学的同学影响，小芳
决心改掉“乱花钱”的毛病。从此，一听到招
兼职，小芳会第一个去报名，从几块钱一小
时的零工，到参加各种招商展销会，她都做
过。

“我利用暑假开培训班，还小赚了
2万！”用亲手赚的钱为家人买东西，小

芳会心地笑了。

小芳：从“乱花”到勤工俭学

“最少的时候，一
个月只花了500元。”

“坤姐”：家教挣的钱去旅游

“四年旅游下来，
积累了非常重要的人
生经历。”

“坤姐”的生活清单：
父母给的生活费： 大一800元/月，大
二以后1000元/月
家教挣的钱： 一个月400到600元，有
时演出还能得个小红包
月支出：“有几个男生还记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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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读大学一个月要花多
少钱？这个问题，让还是“菜鸟”的
大一新生和家长们着实心里没
底。近日，在读大二女生@小芸芸
123在长沙网上晒出了她的月生
活清单，引起众多网友议论。

“一个月500元，在长沙就能
过上‘品质生活’吗？”为此，记者
采访了3位在校或毕业大学生，
通过他们的生活清单及自立、
赚钱、理财的经验，为大一新生
的“断奶”生活支招。

喝完喜酒
80岁老太跌落深坑

本报9月17日讯 本来挺高
兴的婚礼， 却因为80高龄的姑妈
不见了，急坏了一家人。昨天上午，
刚办完婚宴的株洲市民汪先生终
于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坑里，找到了
失踪一夜的姑妈。

汪先生家住株洲石峰区井龙
村，9月15日是他的大婚之日。为了让
婚礼更热闹，他和家人特意将80高龄
的姑妈接来喝喜酒。当天晚上7点多，
婚宴流水席已接近尾声，汪先生忙着
拿糖、送客，根本没时间照顾姑妈。他
和姑妈说，“你先休息休息， 不要到处
乱走。”

然而，当汪先生忙完后，却发现姑
妈不见了。 汪先生在屋里屋外找了好
几圈，都没见姑妈影子，意识到大事不
好，他赶紧报警。当天夜里，一家20多
人兵分四路寻找，仍没有一点消息。

“有人反映有个老太太掉到工地的
坑里了。”昨天上午10点左右，汪先生接
到了石峰区巡警的电话。

“我到现场时，姑妈躺在下面的草丛
里，附近有些好心人拿来了伞，还喂她喝
水。”汪先生介绍，姑妈掉落的坑位于井
龙村附近一工地旁，坑约2米，四周都是
陡坡，老人根本无法爬上去。

在民警、医护人员和热心群众的帮助
下，老太太被抬出了深坑。经初步检查，老
人没什么外伤，但她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
掉下大坑的。目前，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接
受进一步医治。 ■记者 李永亮

婚礼后，姑妈不见了

老人掉入深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