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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内
地 以 前 ，

总 有 这 样 那
样的想象，来

了之后发现，与
想象的很不一样。

在内地工作生活的
精彩，亲身经历才知

道！”被问及为何连续
两 年 选 择 来 内 地 实 习

时，香港城市
大学会计系三

年级学生吴碧琪
如是说。

吴 碧 琪 参 加
的是由香港青年联
会和香港志愿者协
会共同主办的“共
创系列”暑期实习
计划。这个计划始于
2007年，今年共招募
310 名 香 港 大 学 生 ，
分赴北京、上海和大
连进行为期6周的暑期
实习。

负 责 接 收 “ 共 创
系列”实习生的内地机
构多达 72 家，包括中
电集团、中铁总公司等
国 有 企 业 ， 国 家 博 物
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
单位，中央电视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
媒体，以及北京市多个
街 道 办 事 处 、 团 委 组
织。

去年在交通银行实
习的吴碧琪，今年选择
了专业以外的岗位——
中化集团人力资源部。
她说：“内地的各行各
业生机勃勃，职场文
化丰富多样，让我觉
得未来充满可能性，
所以希望尝试不同岗
位，帮助自己找到最
适合的职业方向。”

香 港 浸 会 大 学
国际新闻专业二年
级学生邓诗颖也选择了“不
太一样的单位”——北京市
贸促会。比她更有创意的同
学，有去牛街、麦子店、
清河街道办事处的，也有
去海淀区团委、石景山园
林绿化局的。

挤地铁和公交车上
下班，在单位食堂或
街头小吃店就餐，闲
暇时逛胡同、学各
地方言……“接地

气 ” 的 实 习 生
活，让邓诗颖

和 同 伴 们 感
受 到 一 个

真实的

内 地 。
“与香港一
些 媒 体 所 报
道 的 很 不 一
样。”这个 19 岁
的香港女孩直言不
讳地说，“他们过于
放大不好的一面，导
致香港人对内地有所
误解。”

她举例说，
很多香港人觉
得内地落后，可
是 体 验 过 支 付
宝 、 微 信 之 后 ，
就会发现这里的生
活非常便捷，无线
支付系统的发达程
度 甚 至 超 越 了 香
港。有趣的是，实习
了短短数日，女孩子
们普通话还说得不太
流利，却都已熟练掌
握“淘宝技能”。

“没有在内地生活
过的香港人，容易在
想象的基础上产生偏
见。尤其是年轻人，会
看不到内地的精彩与潜
力，这是很可惜的。”
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三年级的香港学
生黄子权说。

北上求学经历让黄
子权对内地的认知远远
超 过 大 多 数 香 港 同 龄
人。他先后在咨询公司
和房地产企业实习，不
断积累职场经验，为的
是抓住国家实施“互联
网＋”战略带来的机
遇，“像雷军那样”实
现创业梦想。

黄子权说，在内
地，从遥远的省份到
北京读书、工作，是
很正常的事情。来自
全国各地的同学同
事在思维方式或生

活习惯上不一样，互相磨合包
容，也是司空见惯。他说，这对
香港年轻人是一种启发。

“学习包容对方的不同
非常重要。”身为暑期实
习 团 团 长 的 吴 碧 琪 说 ，
回到香港后，她准备在
分 享 会 上 告 诉 更 多同
学，“内地很精彩，为
年轻人提供了无限可
能性。而首先要做
到的，可能就是放
下偏见、抛弃想
象。”

（据新华
社 6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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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八仙乐园尘爆的 498 名伤者中，241 人
是学生，包括 2 名大陆学生。台“卫福部”表
示，所有伤者的医疗费用将先由“健保署”垫
付，事后再向业者求偿。医疗康复费用高，台
湾健保的优势体现了出来。但对至今仍没有搭
上健保列车的陆生来说，受伤后医疗康复费用
如何解决？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过程一波三折

有岛内医师近日投书媒体，吐槽台湾健保
是“包山包海包全球”。他举例说，几天前接待
了一个病人，一问才知，病人是在美国骨折
的。但打了条石膏固定后便越洋飞回台湾开
刀。因为健保的费用低廉，有些长期旅居海外
者宁愿花几万元 （新台币，下同） 买来回机
票，也要“专程”回台就医。

相比在这方面的慷慨大方，台湾健保对陆
生敞开大门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自 1995 年台湾开始实施“全民健康保险”
开始，岛内民众凭健保卡就医便宜、快捷，问
诊费用一般诊所从 50 元至 150 元不等。但在
2011 年开放陆生来台数年后，才开始讨论这一
群体的健保待遇。

之前按照规定，在台读书超过 4 个月后的
“侨生”与外籍学生就可参加健保，而唯独大陆
学生却不在此列。最后连当局领导人马英九都
看不下去了，说不能因为是陆生就歧视人家，
这是“不公平也不聪明”的政策。

2014 年终于传来好消息。台当局有关部
门初审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
修正案，未来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可参加岛内
健 保 。 修 正 草 案 随 后 在 “ 立 法 院 内 政 委 员
会”通过，就差在院会进行表决、早日通关
了。

修正案如果顺利通关，陆生居留满6个月后
就要强制加保，每个月须缴保费 1249 元，个人
负担60%，剩下40%由当局卫福部门补助。

公平初衷在哪？

据统计，目前在台湾的陆生约有 6000 名，

未来他们每月个人负担749元
即可。大叶大学会计信息学
系陆生郑子洵毕业前回首这
几 年 ， 感 叹 最 深 的 竟 然 是

“ 没 有 健 保 ， 不 敢 随 便 生
病”。来自黑龙江、就读世新
大学广电系的张同学表示，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
的，在大陆还有社会保险，
可是在台湾看病就须全部自
己负担医药费，像感冒到诊
所看个病就要四五百元，对
于没赚钱的学生是蛮大的负
担。有陆生反映，他打篮球
手脱臼，只能自掏腰包花 1.4
万元治疗。甚至有陆生刚到
台湾时患感冒，怕医药费太贵不敢去看医生，
后来变成肺炎，不得不弃学回大陆治疗。

在普通民众眼里，健保是台湾社会发展的
一个典范，俨然是台湾之光。针对不少旅美人
士隔三差五返台看病，有人就半是调侃半自豪
地说，什么绿卡、金卡，还是台湾的健保卡有
用！英国 《经济学人》 曾把台湾的全民健保评
为全球第二名，仅次于瑞典。为健保代言的人
士在总结原因时如此说，“生命不分贵贱的价值
和尊严，因为有健保而得以彰显。”

在岛内高扬平等之旗时，陆生似乎成了躲
在角落里难见阳光的群体。台湾政大教育系教
授周祝瑛指出，陆生在台遭遇最大问题就是，
早知有“三限六不”，但来台后发现只有他们受
限，侨外生都没有，难免心生不平。自费看
病，费用是一回事，“‘哪边都不是’的感觉更
让人不舒服”，元智大学资传系陆生钟毅伦说。

政治歧视的阴影

“陆生纳入健保”案，蓝营积极推动，绿营
的立场分野则极为清晰。民进党最初有言，陆
生不是台湾民众、没有缴税给当局，凭什么享
受与岛内人同样的福利措施？有评论者指出，
民进党人士反对将陆生纳入健保的原因太过牵
强，核心是对大陆敌对思维的结果，是“台

独”症候群的典型特征。
后来或许自觉太过分，绿营把政策立场修

正为，不反对陆生加入健保，但“陆生要全部
自付保费”。有人就翻出旧账反讥，当年民进党
以“公平、人权”为由，提案所有岛外籍人士
包括外籍生，都可纳入健保体系，由当局负担
四成、外籍人士个人自付六成，如今却要求陆
生全部自付，何来“公平、人权”？

民意和舆论压力下，绿营“立委”陈亭妃
也改口说，“全世界都一样，只要比照外国生，
民进党团对陆生纳保没意见。”依旧希望夹带些

“一边一国”的私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从 2013 年 9 月开始，只要是台湾学生，就读大
陆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通通
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在新北尘爆前半个月，台“立法院”正式
表决处理“陆生纳入健保”案。受访的陆生欢
迎之余也透露着谨慎，表示这个案子好像说很
久了，可别又是雷声大、雨点小。果不其然，
修正案在会期内仍未通过。“迟来的福利”到现
在依旧没有兑现，在台陆生空欢喜一场。曾参
选淡江大学学生会长的陆生蔡博艺表示，自己
很容易感冒，过去都尽量不就医，案子通过后
就可以“有需要就去看”。但她跟在八仙乐园尘
爆中受伤的陆生一样，要正式搭上健保的列
车，还要再等待。

““包山包海包山包海””难包难包陆生陆生

据新华社台北6月30日电 （记者何自力、
李慧颖） 岛内一项调查显示，87.2％的台湾青少
年离不开手机，七成每天使用超过 2小时以上，
更有两成超过5小时，主要是玩手机游戏。

金车教育基金会于今年5月针对岛内小学5年
级至20岁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总计回收1935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达88％。

金车教育基金会总干事曾清芸表示，近年
来电信业者不断推出省钱方案，但台湾青少年
手机话费几乎没有节省。调查也显示，有三成
的受访者坦承，自己的家长曾反映话费过高的
问题。

曾清芸建议，家长应协助孩子养成自律，
减少对眼睛和耳朵的伤害，且应教导节制花
费，尤其不要把手机当作炫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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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和台湾的民事判决效力相当的文书，我们尽可能都
纳入认可和执行的范围。”在 6月 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司法事务办公室主任郃中林这样概述最
高法新发布的两部司法解释。他说，这两部司法解释施行
后，台湾法院的民事判决，大陆法院一律认可和执行。

《认可和执行台湾民事判决的规定》和《关于认可和执行
台湾仲裁裁决的规定》7月1日起施行。它们的出台，使申请
认可和执行的台湾法院民事判决范围及仲裁裁决范围得到扩
大，受理优先原则更加明确，程序救济途径增加。这也意味
着，自2009年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签
署生效以来，两岸司法机关的业务交流合作再向前迈进一步。

原有司法解释不能满足审判需要

郃中林表示，台湾法院的民事判决，大陆法院一律认可
和执行，其中既包括裁定，也包括调解书 （台湾法院为调解
笔录）。对台湾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特别是赔偿判
决，大陆方面也会认可。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台湾民事裁判在大陆的认
可和执行发布过司法解释，随后又根据情况陆续发布了3部。
如今，台胞已可免签注往返大陆，两岸交往势必日益频繁，
共同犯罪、流窜藏匿等情形也不可避免。因此，共同打击犯
罪及司法互助尤显重要。这次重新制定司法解释，就是为了
满足当下审判实践需要，减轻两岸当事人诉累。

两岸司法互助案件一年过万

通过两岸司法互助，民众的安全福祉得以保护。日前，
广东东莞法院为17名被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追回19万元人民币
赃款，两岸民众齐拍手称快。事情是这样的：3年前，台湾居
民范裕榔打着东莞某公司老板的旗号，以电话推销茶叶为
名，纠集40余名台湾人和40余名大陆女子，在购得大量台湾
居民个人信息资料后，冒充台湾地区检察官、警察队长、警
员和医院护士等身份进行电信诈骗。大陆方面一破案，就请

台方协助调查取证及确认被害人相关信息。
这样的案例近年来越来越多。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

人孙军工介绍，6年来人民法院共办理涉台送达文书、调查取
证、罪赃移交和裁判认可司法互助案件 47170 件，仅 2014 年
就达 10678件，而这个数字在 2009年才 1200件。办理案件最
多的是福建省。

出现DNA亲子鉴定等取证请求

随着两岸的司法部门越来越熟悉和善于通过两岸司法互
助方式进行送达和取证，孙军工预言，两岸司法互助案件数
量还会继续增长，业务范围也会越来越广。

孙军工在发布会上介绍，2014年两岸司法互助案件类型以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类民事案件为主，伪造文书、欺诈类刑事案
件数量亦有增加，并成功办结4起罪赃移交案件。同时，大陆涉
台司法互助业务内容也不断丰富。以协助调查取证为例，2014
年人民法院办理的涉台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已涉及取得证
言及陈述，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确定关系人所在或其身
份、前科，进行勘验、检查、鉴定和查询等几乎所有的证据形式
和取证方式，还开展了法律查明互助，也出现了跨境远程视讯
询问证人及DNA亲子鉴定等取证请求。

台湾民事判决大陆一律认可执行

两岸司法互助范围再扩大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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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新赠澳门大熊猫“开
开”、“心心”公开亮相一个月，得
到澳门社会各界特别是小朋友的喜
爱。

上图：6 月 29 日，大熊猫“开
开”在玩球。

左图：在澳门大熊猫馆，大熊
猫“心心”在吃竹叶。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开开”“心心”
亮相澳门满月

“开开”“心心”
亮相澳门满月

据新华社香港6月 30日电 香港
理工大学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日前
宣布，该系成功研发快速鉴定食用油测
试，名为“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质
谱”，只需 5 分钟即可分辨出“地沟
油”，而且成本只需数十元。该校计划
两年内检验约 1000 种油，以建立食用
油数据库。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
学系副教授姚钟平表示，研究团队分析
了市面上约 30 种食用油以及从内地收
集到的“地沟油”样本，得出一个初步
食用油数据库。通过与数据库中相应的
食用油标准谱图比较，就可在5分钟内
鉴别一个食用油样本的真伪。

港理工大研发新方法
5分钟分辨“地沟油”

据新华社台北6月30日电（记者何自力、李慧颖） 台湾器官捐赠中心
30日呼吁民众发挥大爱，捐出往生者的皮肤，使烧烫伤患者有重生机会。
27日发生的台湾八仙乐园粉尘爆炸造成数百人烧烫伤，清创时需要敷皮。

据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最新统计，岛内这类皮肤仅剩 115管，因需
求庞大，大批患者两三周后需要植皮。

一管往生者的皮肤面积为10乘20厘米，撑大成网状之后能以一当十，
协助大面积烧烫伤患者植皮，因这种皮肤含有丰富生物活性物质，可有效
阻隔污染，提供最佳植皮环境。整形外科医学会理事长李经维说，这些有
限的皮肤“应该用到刀口上”，使用对象应以大面积烧烫伤患者为主。

岛内皮肤告急！
数百烧烫伤者等待救治

台湾青少年“手不释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