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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初，湖州市吴兴区推出国内首个“考研新

城”，为驻地考研大学生提供免费公共服务以及生活补

贴。这是吴兴区招才引智的新举措之一，也是打造“新

青年城市”的一环。

当 2023 年考研初试落幕，曾在这里备考的学子

们去向如何？已经运营大半年的“考研新城”是否找

到了出路？钱江晚报记者再次来到湖州市吴兴区进

行探访。

为招才引智，去年5月湖州推出全国首个“考研新城”

本报记者回访发现，要留住年轻人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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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的桌子上摆放了价目表和学生补贴申请工

作告知书，宽阔的开放式自习区没开灯，以往需要预定

的沉浸式自习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三位管理人员正

埋头办公，考研新城进入了淡季。

从 2 月底开始，各地考研成绩陆续公布。在等待

国家线发布的时间里，学员们仿佛一群越冬的候鸟陆

续搬离。还留在这里的十几位学员，有的是估算自己

基本能进复试、准备复习；有的已清楚此战失利，不敢

稍作休息开始准备“三战”。

下午两点左右，张闻宇正在沉浸式自习室里准备

复试。他把原本堆到隔板高的初试复习资料寄回了家

里，收起了原本摆放着的安神补脑液、三勒浆、鱼肝油

和维生素C片。

去年五月底，张闻宇从天津的一所独立院校毕业，

回到家乡湖州准备“二战”。吴兴区提供给来考研新城

的大学生一个月 500 元的生活补贴，在张闻宇的介绍

下，在山东的两位大学同学也来到这里。

备考近一年，张闻宇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哑巴，基本

上一个星期不讲一句话。“二战”对他来说，就像在一间

黑屋子里面洗衣服，根本不知道洗到了什么程度，但还

是得一直洗。

同样经历着“二战”的陈烨，在大年初四就来到了

考研新城。陈烨原本在杭师大自习室复习，但开放时

间比较晚，因此在朋友推荐下辗转来到这里。

这个 2000 年出生、读电力工程的男孩，已经被考

研大军中的后浪拍打得有些迷茫。陈烨想留在高校工

作，为此他首先考虑过省内高校云集的杭州，但最终还

是打算回到家乡台州。

面对考研后浪：他们被拍得有些迷茫

“白天在寝室睡觉，晚上上网吧，最后还是弃考，回

老家找工作了。”张闻宇说，临考前一个月，这种情况在

“二战”考生里很常见。

去年 6 月，钱江晚报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间自习

室。半年时间里，这里曾是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附近

最晚熄灯的地方。

作为旁观者，“青年新城”项目发起人、运营方知猫

人才负责人姜鹏，在大半年的观察中发现，学员中

70%是长三角地区的大学生，还有来自山东、河南等考

研大省。

“基本上是‘二战’的，也有工作两年之后再回来考

研的这种。他们的志愿学校基本也在附近。”姜鹏说，

学员最多的时候是九十月份，当时能够容纳 500 人的

小圆角公寓都住得满满当当。

姜涛认为，很多考研生是被裹挟着进入这条赛道

的。由于学校专业、所在地域、家庭经济等因素，这里

学员们的职业选择比较狭窄。“基本是考研和考公，有

的两手抓，一边准备考研一边准备考公。”姜涛说。

有人来到考研新城，是为了从家乡的县城出走；而

有人来到考研新城，则是为自己争取一道能够留在家

乡体制内、学校、医院等的门槛。

然而无论哪条路线，似乎都不会和吴兴产生交

集。看起来，学生们的个人选择，和“考研新城”吸引年

轻人的初衷，一开始便行驶于殊途。

被裹挟的考研生：并不打算留在吴兴被裹挟的考研生：并不打算留在吴兴

傍晚时分，从东部新城往吴兴的老城区走，人流量

明显增加。但看似繁华的老城区，在晚上八点之后就

沉沉入睡。

“这是我第一次来吴兴，来这里比去杭州还麻烦。”

回到湖州，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的吴鹏举第一感觉是交

通不便。在本地人看来，这里很适合养老，却似乎没有

什么能吸引外地人的地方。

但寻求破题之法的吴兴区，错落着各种各样的青

年人才社区、众创空间、青创社区，以及孵化基地，对年

轻人的渴望随处可见。

3 月 5 日，为进一步实施招商引才，吸引青年大学

生及各类人才来吴就业创业，吴兴区朝阳街道办事处

在历史文化街区小西街举办了一场大学生招聘会。这

不仅是一条特色文化商业街，也是共青团吴兴区委联

系青年、服务青年的“门店”。

工作日的傍晚，小西街的人流不多，咖啡店和手作

店是这片街区的主流。一家咖啡店门牌处张贴了“青

年人才咖位”的标识。

在自习室里备战的外地考研一族学习累了，偶尔

也会在湖边步道透口气。这时他们注意到，晚上七八

点，新城的街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张闻宇第一次考研时的志愿是南京财经大学，“那里

发展很迅速，我当时想着，就算考不上，我也要去南京。”

偶尔，张闻宇会和同学比较南京、杭州和湖州的应

届大学生落户补贴政策。看起来，家乡的购房补贴更

为丰厚，但张闻宇觉得，自己专业里的金融这两个字和

湖州格格不入，即使购房，毗邻杭州的德清也会是更好

选择。

“在湖州工作，起薪只有 2000。还得想想有没

有就业岗位，难道去工厂拧螺丝吗？”张闻宇反问，

“这里和杭州距离就十几分钟高铁，为什么不去杭

州呢？

寻求破题的吴兴：靠什么留住年轻人？

去年 6 月，姜鹏的设想是将青年新城打

造成年轻人技能培训一站式基地。现在，这

里的发展方向确定为考研、出国和就业辅导

三大块，“像考研辅导机构，还有各种留学机

构。之后新城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青创工厂，

专门进驻这些机构。”

姜鹏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考研结束后，

有几位学员提出，想在吴兴当地边实习边等

成绩的需求，他马上给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招

聘信息。“我们实际上是要帮这些不是金字

塔顶端的学生们寻找出路，补充资源和信

息。单靠一个考研自习室的力量，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

和大半年前相比，如今，吴兴区文体中

心已经陆续入驻了几家餐饮商铺。

姜鹏认为，建设全套的服务体系，最核

心的是要形成平台规模。“线上服务离不开

线下服务，而当年轻人来到这里之后，发现

需要的各种服务都很完备，可能就愿意留在

这里。”姜鹏坦言，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

而如何完成吸引青年、留住青年、成就

青年的三部曲，仍是湖州一类的三四线城市

需要解答的命题。

事实上，这些年，在周边一线城市虹吸

效应影响下的湖州，也试图从激烈的抢人大

战中突出重围。考研自习室是“青年新城”

建设的一部分，吴兴区希望能通过提供大学

生技能提升和培训等服务来吸引青年人才。

吴兴区充分挖掘镇街特色，布局多个青

创圈，提供“拎包入驻式”青创空间，推进大

学生就业创业园“多形式、多布点、多元化”

建设。截至 2022 年 12 月，吴兴区共有大学

生就业创业平台19家，其中省级创业孵化基

地3家，市级创业示范园12家。

吴兴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

持续加大政策平台服务供给力度，为更多青年

人才提供更大平台，而不只是短暂的停留。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闻宇、陈

烨、吴鹏举均为化名）

考研新城的出路：
为人才提供更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