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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骏是福建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台湾教
师，今年是他在大陆任教的第 14 个年头。22
岁那年，他选择来大陆学习中医。

2009 年，国务院通过支持福建加快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相关政策，鼓励福建省在
对台交流合作方面先行先试。博士毕业的
高嘉骏也因此获得好机遇，成为第一个被
大陆事业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聘用的
台湾同胞。

这些年来，他从一名讲师晋升为副教
授，并担任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我
和其他同事没什么两样，有公积金、社保
账户，可以主持或参与到国家和省级课题
研究中，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广阔平台。”高
嘉骏说。

他将自己的从医使命与教育事业相结
合，坐诊治病、教书育人两不误。他主讲的
黄帝内经课受到学生喜爱，带领更多学生爱
上中医学，并长期致力于促进两岸健康服务

交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教师走进大陆

的校园，教书育人，求索科研。
用脚步丈量闽南各村镇的台湾教师施沛

琳，在 50岁时勇敢地重新出发，攻读厦门大
学博士，随后选择到闽南师范大学任教。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情，她带
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漳州古村落实地调
研，记录闽南古民居面貌，根据村民的口
述，整理村庄发展历史，并制作成纪录片。

“无论是南音、木偶等非遗技艺，还是蚵
壳厝、石头屋等传统建筑，都是两岸同根同
源的生动例证。对我来说，追寻这些记忆的
过程就像找寻母亲的怀抱，也让学生一起透
视两岸的渊源与变迁。”她说。

师者、学者、文化传播者，施沛琳在大
陆“解锁”了多重身份。2021 年教师节之
际，她荣获“福建省第六届杰出人民教师”
称号。

福建省教育厅介绍，目前全省在聘台湾
教师约680人。来闽从教的台湾教师有机会申
报国家人才计划项目，并纳入福建省杰出人
民教师、福建省劳动模范等重要表彰的评选
范围。

曾任台湾逢甲大学校长特别助理的马彦
彬，2017 年受聘于福州阳光学院，担任创
新创业教育学院院长。他还牵头成立了两
岸融合发展研究院，协助来大陆任教的专
家学者在生活、工作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方
面进行对接。

“我刚来时，学校只有 3 名台湾教师，现
在有20名台湾教师。”马彦彬结合自身经历和
走访部门咨询政策，协助新进台湾教师申请
引进人才政策等。2020 年起，他又进一步协
助台湾教师对接企业拓展产学合作，对接村
镇参与乡村振兴，争取更多机遇。“我们不
仅是为在福州的台湾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服
务，也希望让更多有意愿来大陆发展的台湾
教师看到福建的优质服务与引才诚意。”马
彦彬说。

讲台三尺，舞台无限大。从两岸融合发
展的践行者、受益者到推动者，这些台湾教
师在福建走出具有“人才特色”的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反映了两岸同胞期盼交流融合、
携手共创未来的共同心声。

（据新华社福州电）

“请问台湾毕业生在温州从事教师职业需要哪些资
质？”“参与实习是否有转正入职的机会？”“凭借台湾的医
师资格怎样来温州任职？”……

近日，第八届“筑梦温州 创业创新”台湾青年实习就业
人才对接会在浙江温州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等数十所两岸高校的台湾青年人才与企业负责人现场
交流互动，了解人才需求，期待在温州找到事业新起点。

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人才对接会由温州台湾青年创业就
业服务中心主办，自 201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7届，累计已
有 44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了 4100多个优质就业岗
位，帮助1000多名台湾青年人才对接就业创业需求。

主办方介绍，本届人才对接会筛选了 42 家优质企业，
专门面向优秀台籍青年人才提供400多个就业岗位和150多
个实习岗位，涵盖金融、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多个领
域，满足了不同专业背景台青的需求。

“学校这次带来了教育、管理相关的多个岗位，许多台
湾青年有意向来温州从事教育工作。”温州医科大学人才科
科长高孟表示，希望能够借助对接会的平台，让台湾青年
亲身感受温州的好政策和无限机遇，吸引更多台青来这里
就业发展。

“我对金融行业非常感兴趣，也有相关的专业背景，这
次来正好碰到之前实习过的公司，就果断投了简历。”台湾
青年李逸涛目前就读于浙江大学，他告诉记者，温州与台
湾地缘相近，文化、饮食、气候都很相似，对台青就业创
业也非常支持。“这里的发展空间更广阔，待遇也更好，希
望研究生毕业后可以顺利入职，在温州工作发展。”他说。

近年来，温州不断拓展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政策支持，
建立惠台政策兑现专项资金，3 年来已累计兑现相关补贴
80余万元，惠及在温台青150多人次。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台湾青年甘婷予表示，通过这次对
接会了解到温州有很多利好台青的政策。“我毕业以后想继
续读研究生，然后留在大陆当老师。今天现场有很多学校在
招聘教师，正好可以提前了解相关的用人要求。”她说。

据介绍，本届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人才对接会是2023浙
江·台湾合作周温州分会场的系列活动之一。期间，两岸青
年 （温州） 学术交流论坛、两岸大学生“瓯·文创之旅”暑
期研学营等两岸青年各领域交流活动在温州同步举行。

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台湾学生廖家平此次来温参
与“瓯·文创之旅”暑期研学营活动。在感受温州历史文化
的同时，她也对这里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温州有台湾青
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为台青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期待
更多两岸青年通过此次活动成为好朋友，携手在温州筑
梦、圆梦。”廖家平说。

▼ 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人才对接会现场。

踏入展馆，一场跨越百年的圆明
园之旅就此展开。高约 50 公分的四件
兽首铜像在玻璃展柜内直视前方，以
精炼红铜打造的皮肤褶皱、斑纹毛发
纤毫毕现：

牛首遒劲有力，月牙状的牛耳伸向
两侧，厚实饱满，双角则弯曲向前，威风
凛凛；

虎首“似虎似狮”，额头上的“王”字
清晰可见，三角形的虎耳里布满毛发，
由多变少，层次递减；

猴首面容似“桃”，呈现典型的“美猴
王”形象，双耳直立向后，神态惟妙惟肖；

猪首形似野猪，长长的猪耳从头
顶折下，又贴合腮部，展露獠牙的长
嘴透出明显的肌理感……

据历史资料显示，十二生肖兽首铜
像原为清代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
群海晏堂外兽首喷泉（也称“水力钟”）
的主要构件，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
造型结合西方艺术特色和中国传统审
美趣味，色彩深沉厚重，历经数百年风
雨而不锈蚀，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
园惨遭劫掠并遭焚毁，十二生肖兽首铜
像及其他无数珍宝流失海外……20世纪
后期，散失了百余年的兽首陆续重现。”

在展览现场，主办方以详实的文
字 及 图 片 讲 述 着 兽 首 的 “ 回 归 之
旅”——2000 年春，中国保利集团在
香港抢救保护了猴首、牛首和虎首铜
像；2003 年秋，港澳爱国企业家何鸿
燊出资从美国购回猪首……

“看到展出的兽首，隔着时空仍能
感受到父亲那份坚定的家国情怀。”何
鸿燊之女、全国政协委员何超琼目不转
睛地端详着四件兽首，忍不住嘴角上
扬。“致力将国宝完璧归赵，也代表着港

澳人士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归属感。”
截至目前，牛首、虎首、猴首、

猪首、鼠首、兔首和马首铜像已通过
不同方式回到祖国怀抱；龙首、蛇
首、羊首、鸡首、狗首铜像却依旧下
落不明、遍寻不获。“抢救流失文物，
这个使命还远未达成。”何超琼说。

香港城市大学般哥展览馆馆长陈
丽碧告诉记者，除传统展陈方式外，
馆方还将文物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利用
扩增实境、混合实境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实现古代文明与新型科技的跨时空
融合，“让文物在数字空间‘活’起来！”

站在“重返海晏堂”展区中央环顾
四周，记者近距离感受了这一数字化沉
浸式交互秀。在 3D建模、幻影成像等技
术的引领下，十二兽首“水力钟”再度运
转，观众仿佛穿越时空，见证美轮美奂
的海晏堂在影像中“重获新生”。

趁午休时间专程赶来观展的城大
学生李奕荣仔细地用相机记录下每一

个影像瞬间，不禁连连赞叹。“太美
了，这十二生肖喷泉就是一个宏大而
精致的奇迹。”

在 数 字 空 间 焕 发 生 机 的 珍 贵 文
物还有海外回流青铜重器、距今约
2900年的西周中期食器“遂公盨”。观
众可通过数字交互展示柜，欣赏其细
微装饰及 98 字铭文内容，它详细记述
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
容，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
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据介绍，“圆明园兽首暨文物展”
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暨香港中旅 （集团） 有
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共同主办，展
期将持续至8月31日。

“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让观众
加深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
蕴，也唤起大家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关
注及思考。”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张浩说。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暨香港中
旅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寅表
示，此次“圆明园兽首暨文物展”将
让广大香港市民更深入地感悟历史，
读懂国家成长，共享盛世发展机遇，
共创香港美好未来。

近日，大熊猫“圆仔”在台
北市动物园迎来了10岁生日。

动物园为“圆仔”精心准备
了造型独特的冰雕“蛋糕”，并举
办了生日会。不少市民一早就在
大熊猫馆前排起长队，为这位

“顶流明星”送上生日祝福。
“圆仔”2013年出生，是大陆

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
的女儿。身为第一只在台湾出生
长大的大熊猫，“圆仔”一出生便
自带流量，10 年来收获了一大批
两岸粉丝。

▲“圆仔”与到场市民见面。
新华社记者 陈 君摄

◀“圆仔”品尝生日蛋糕。
台北市动物园供图

“我在大陆的三尺讲台”
——台湾教师融入大陆教育事业发展的故事

邓倩倩 吴剑锋

他潜心钻研中医学，成为大陆首批入编的台湾教师；
她热爱闽南文化，带着学生找寻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他应邀而来初创学院，为台湾教师来大陆任教搭建“桥梁”;
……
他们，跨越海峡，在大陆的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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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教师高嘉骏在为学生讲课。
陈 旺摄

▲ 台湾教师马彦彬在给学生上课。
新华社发

▲ 台湾教师施沛琳获得表彰。
新华社发

▲ 台湾教师施沛琳获得表彰。
新华社发

圆明园四兽首在香港展出
本报记者 陈 然 文/图

圆明园四兽首在香港展出
本报记者 陈 然 文/图

“圆仔”10岁啦！

盛世聚首，天宝芳华。“圆明园兽首暨文物展”日前在香港城市
大学般哥展览馆正式揭幕，展出清代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之牛首、
虎首、猴首、猪首四件铜兽首原件。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古老
而璀璨的中华文明闪耀香江，激荡起中华儿女的浓浓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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