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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盛夏，95 名台湾大学生在上海展开了寻
梦之旅。由华夏经纬网、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
究会、上海建志教育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通向未来之路——台湾大学生研习上海”活动 7
月12日至8月8日举办，来自台湾清华大学、交通
大学、台北科技大学等岛内 10余所大学的学生在
赫比国际公司、旺旺集团、中华航空等企业进行
为期28天的在岗实习。

上海带来的“想不到”

“想不到上海的道路这么干净，想不到上海的
交通这么发达，想不到上海的薪资水准会高出台
湾那么多，想不到会在上海街头看到这么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这是在结营仪式上一名
来自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学生的发言。

在上海，他们看到许多足以颠覆他们以往认
知的事物。95名台湾学子中有 79名来自台湾的中
南部，几乎都是第一次来大陆。对于上海，他们
是“听说过没见过”；平时接受到的大陆资讯，负
面的东西居多，对大陆的误解和偏见颇深。28 天
的所见所闻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都是在
坐井观天”。

上海的生活节奏也让台湾学生们有些没想
到，直呼“比高雄快太多”，“好像每个人都很匆
忙”，他们有些不太适应。谈到自己在台湾的生
活，很多同学都表示，自己梦想的那种“找个工
作拿份薪水过个小日子”的“小确幸”心态，“真

的太落伍了”。
当被问到对大陆青年人的印象时，很多同学

也直言“没想到”。他们都承认大陆青年更勇于表
现自己，更有竞争意识、上进心、拼搏精神，以
及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受能力也是他们自叹不
如的。他们还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为了适应人
才市场的残酷竞争，大陆的青年们除了工作，还
会主动去学习其他技能来提升自己，而这点是一
般台湾学生不会去想的。

终生难忘的体验

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未来。主办方负责人
表示，安排台湾大学生到大陆实习既让他们开阔

了眼界，也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更多的就业渠道和
增加创业机会，增进对大陆同龄人的认同感、亲
近感，促进两岸青年间的共通共融。

对于这次实习活动的收获，很多台湾同学在
接受采访时谈到：在台湾，像赫比国际公司、旺
旺集团、中华航空这样的大企业不可能给实习学
生提供挑战一线岗位的机会，不可能安排专门的
主管为他们讲授实操技能、职场经验。能够亲耳
听到赫比集团首席执行官姚晓东先生 43岁从台湾
赴新加坡，以5万元开始创业，53岁在大陆寻找到
了事业腾飞的机遇，迅速成长拥有2万名员工、17
间工厂的传奇经历，近距离感受到旺旺集团以

“中华大团结”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给它注入的源源

不断的发展动力，亲眼目睹岛内青年创客在上海
闯出的一片天地。这样的体验让他们终生难忘。

为了让台湾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上海、了解大
陆，在同学们接受职场历练的同时，活动主办方还
安排了参观上海城市建设成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观
摩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教育成果并与师生进行面对
面交流、与台湾青年创客互动等多项主题活动。

“不想说再见”

台湾同学刚来上海的第一天，主办单位曾对
他们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对于有没有想过今后到
大陆发展这一问题，70%以上学生的回答是“还没
有考虑”、“希望留在岛内或去国外发展”。但仅仅
28天之后，对于同样的问题，80%的台湾同学给出
的答案是“如果有机会，愿意来上海寻找就业或
者创业的机会”。

在实习结营仪式上，所有发言的同学都表达
了一个共同心愿：1个月的时间太短，他们还没有
呆够，还想有多一点的时间认识上海、了解大
陆。他们还想再来。

问及这种转变的原因，来自高雄的黄真慧同
学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上海是中国大陆的金融中
心，世界500强企业都会在这设立分公司，所以上
海有很多文化的冲击，市场也比高雄大很多，在
上海开店就相当于在做整个台湾的市场。而且我
们这次来也有听说大陆这边政府提倡大众创新、
全民创业，还有很多专门鼓励年轻人创业的优惠
政策，环境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方面，台湾是没
办法相比的。”

而来自高雄的侯俊佑同学在与岛内同学分享
实习感受的博文中，表达了面对大陆的经济腾
飞，台湾还沉迷于政治恶斗的无奈：“我其实挺羡
慕大陆的，大陆有 13 亿人口，经济不断地在进
步，拥有最老的历史，许多传统文化……台湾人
很无奈，面对看似自由的政治，但上位者总是无
法满足民众。”

8 月 7 日傍晚，95 名台湾大学生共同登上东方
明珠塔，同学们在 263米高的观光层上俯瞰浦江两
畔，依依不舍地与这个生活了一个月的城市作别。
随后又一同登上游轮，在至美至幻的夜景中，为
这次实习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几十名学生对
着夜空齐声高喊：“我爱上海！我还会回来的！”

在大陆接受职场历练 体验一个个“想不到”

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生生上海寻梦上海寻梦
张 晖

本报台北8月11日电（记者吴
亚明、张稚丹） 台湾工业总会、湖
南省台办、邵阳市政府11日下午在
台北共同举办了交流恳谈会，推介
今年10月在湖南邵阳举办的第十一
届湘台经贸合作洽谈会，吸引了百
余位台湾企业家参与。推介会上，
湖南省台办副主任丁学新介绍了湘
台经贸合作洽谈会筹备情况，邵阳

市副市长陈优秀介绍了邵阳市情，
邵阳宝庆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副主任
夏刊介绍了台湾工业园发展情况。

据介绍，近年来邵阳因其优越
的区位、便捷的交通、丰富的资
源、充裕的人力，成为台商投资兴
业的一方热土，邵台两地在工商、
科技、农业、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也取得长足进步。

新华社台北8月11日电（记者陈
键兴、孟昭丽） 台湾当局相关部门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台风“苏迪罗”
造成台湾农业损失达 22.8 亿元 （新台
币，下同），还有超过 1800 所学校受
灾，损失金额达3.57亿元。

据台农业主管部门统计，截至 11
日 12 时，台风“苏迪罗”造成各县市
农、林、渔、牧业产物及民间设施损
失共计近22.83亿元。其中，嘉义县损
失最为严重，近 5.45 亿元，云林县损
失近3.2亿元，台南市、高雄市和宜兰
县的损失也都超过2亿元。

农作物损失金额逾 17.53亿元，受
灾 面 积 为 32287 公 顷 ， 损 害 程 度 为
27％，换算为无收获面积达 8597 公
顷。受灾最严重的作物是香蕉，损失
金额超过 3.85 亿元，竹笋、文旦柚、
木瓜、番石榴等也受灾严重。

此外，畜牧业、渔业、林业的损
失金额分别为 1545 万元、7886 万元、
2206 万元，民间设施损失金额为近
4.13亿元。

另据台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共有
1827 所学校受灾，损失金额约 3.57 亿
元。其中，台中市学校损失金额最
多，达 6215 万元，新北市和台北市则
分别达6174万元、4356万元。

学生观看米亚艺术中心的艺术装置。 王慧珊摄

台湾大学生在体验“暖灯”。 王慧珊摄

8 月 10 日，香港联合招生结果正式
公布，全港约1.7万人获本地大学本科学
士学位录取，其中一个小小的身影，便
是坐在轮椅上、仅有两根手指能活动的
21 岁女生周佩珊。患有遗传性脊髓肌肉
萎缩症第一型的周佩珊，靠两根手指每
分钟打5到6个字来做功课，最终在文凭
试中考获 5 科 21 分的佳绩，被香港大学
文学院破格录取。

“我就是一个奇迹”

3个月大时，周佩珊被确诊为脊髓肌
肉萎缩症第一型，医生最初诊断她只有
两三年命，之后又说只能活到7岁，但她
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宿命”。

因肺功能较弱，周佩珊自 11 个月大
时便通过间歇插管协助呼吸，经历过几
次心脏停跳，每次都被救回。几次闯入

“鬼门关”的周佩珊坦言，“我就是一个
奇迹”。16岁以前，她几乎从未离开过医
院。

身体缺陷并没有熄灭周佩珊读书的
心愿。在医院卧床的她报读了红十字会
医院学校的课程，坚持每天上课 3小时，
由导师在床边教学，她躺在床上，抬高
手臂靠在悬于半空的“书桌”上写字。

虽面对病痛的折磨、肌肉的抽搐，
周佩珊始终没有放弃。广华医院的医生
和护士多年来一直坚持与她以英文对
话，抽空便帮助她练习。

“希望在短暂的生命里，能做到自己
想做的事。”周佩珊对记者说。

“我要证明自己”

在医院住了 15 年后，周佩珊决意出
院。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与普通学生
一样去学校读书，“想挑战自己，证明自
己可以跟普通学生一样。”

简单的愿望背后，是不菲的代价。
为求日后可以更长时间地坐在轮椅上，
周佩珊需要从颈部开刀至脊椎尾骨部，
以手术拉正弯曲的脊骨，再安装固定
器；住院期间她主要经鼻喉管输入营养奶，为了出院后喂食方
便，她在肚皮近胃部的位置开了腹部造口，每天输入营养液。

16岁那年，周佩珊出院入读特殊学校耀能协会罗怡基纪念学
校。那时她的手部肌能已严重退化，无法提笔写字，颈部以下只
有右手拇指和食指可稍微活动。她靠仅能活动的两指点击鼠标按
键，利用“速成输入法”打中文字，每分钟只能打字5到6个，回
答一条长问题就得花上几个小时。

周佩珊的高中读了5年，她告诉记者，5年来她几乎天天做功
课做到晚上10点多。

5科21分梦想成真

文凭试当日，周佩珊受到特别安排，她以口述作答试卷，再
由他人代笔。别人做一份试卷需要1个小时，她却要花3至4个小
时，最长的一次更是由早上8点半一直考到下午4点多，中间仅休
息了10分钟。

放榜日成绩揭晓，周佩珊考取 5 科 21 分的成绩，其中通识 5
分、英文4分，拿到了大学的入场券。她一度担忧自己的成绩无法
进入心仪的香港大学，但联合招生结果公布，她正式被香港大学
文学院录取。得知喜讯，周佩珊激动地说，“入读港大是我多年来
的梦想，终于梦想成真，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生活给周佩珊出了一道无比艰难的题，但她却用自己的意志
和行动交出了令人动容的答卷。在不久的未来，周佩珊可能需要
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但她毫不退却，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充
满期待，她说：“残障人士一样可以享受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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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联合招生 8 月 10 日
揭晓结果，参与联招逾5.9万名应届考生，有1.7
万多人获学士学位取录资格，其中 1444 名香港
学生通过“免试招生”计划，被内地 78所内地
高校录取，内地高校的中医药学、中文和工商
管理成为港生最青睐的专业。

“免试招生”录取率近五成

香港中学生升大学有两个最主要的途径，
一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二是内地 2012 年开始
推行的“免试招生”计划。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相当于内地的高考，学
生必须报考4个核心科目 （中文、英文、数学及
通识教育） 及两到三个选修科目。成绩从高到
低划分为5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5-1分，其
中，前10%成绩最优异的考生可获5**级，成绩
次佳的30%可获5*级。

2012 年，内地推出“免试招生”计划，香
港学生从此凭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就可报考
内地高校。

2015年，香港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的学生共约
5.9万人，其中近5%的人参加了“免试招生”计划，
近半数得到录取。今年共有 78所内地高校、涵盖
242个专业参与“免试招生”计划。

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 10 日透露，
2015年香港参加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
计划（“免试招生”计划）的学生人数为2988人，同
比下降约 8%。本届“免试生”的录取人数为 1444
人，录取率达48.33%。该中心经理巩万接受采访
时表示，由于今年香港的高中毕业生整体人数下
降，所以“免试招生”的报名人数下降属正常。

香港学生为何爱医学专业

医科尤其是中医药学成了香港学生今年最

钟情的专业。香港大学今年包揽了联招的 11名
“状元”，其中7名均报考医科。而选择内地求学
的免试生们，最爱的专业是中医药学，其次是
中文和工商管理。

相比之下，内地高考“状元”选择医科的
比例，远低于香港学生。为何香港学生如此钟
情医科？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认为，这
是因为在香港社会，医生这个职业更受人尊
敬、收入较高并且工作稳定。

对香港学生来说，赴内地求学的最大障
碍，仍然是对内地高校不够“知根知底”而心
存疑虑。实际上，参与“免试招生”计划的 78
所内地高校里，有39所属于985和211工程，其
中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许多内地高
校在软硬件条件和办学水平上，并不比香港高
校逊色。“免试招生”计划对香港学生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机会。

去年通过“免试招生”计划进入广州中医
药大学的李同学表示，他对现在的学习环境非
常满意，“内地高校校园生活更加丰富，传统文
化氛围更为浓厚，学校先进的硬件设备也不亚
于香港的大学，因此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
等很多中医学专业的学生都会专门到广州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实习。”

另一位求学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香港学生
卢明杰说：“中医讲求自然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不走出香港来到北方，则难以充分体会四季分
明的气候与人体之间的关系。”他建议即将赴内
地求学的香港同学们学会包容多元文化，并与
身边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多多交流。

据香港教育局资料显示，“免试招生”计划
实施以来，共有逾 6000 名香港学生通过该计划
赴内地求学。

香港香港20152015联合招生结果出炉联合招生结果出炉

港生赴内地求学港生赴内地求学
最爱中医专业

闵 喆

8月 11日，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蒙古源流基地进行。

图为台湾代表队选手在进行排湾秋千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郭 勇摄

空中女飞人

“苏迪罗”过境

台农业损失近23亿元

“苏迪罗”过境

台农业损失近23亿元

“湘台经贸合作洽谈会”在台推介

文凭试考生排队报读自资学士课程。（资料图片）文凭试考生排队报读自资学士课程。（资料图片）

新华社台北8月11日电（记者陈
键兴、孟昭丽） 11 日新台币对美元银
行间成交收盘汇率贬0.32元，收在1美
元对 32.080 元新台币，创 2010 年 9 月
初以来近5年新低。

此外，当日台湾两家合法外汇经
纪公司的总成交金额为 28.61 亿美元，
创近6年来的最大量。

此间外汇专家认为，今年以来日
元、韩元等亚洲主要货币多呈贬值态
势，平均贬幅逾4％，新台币的变动幅
度相比而言并不算大，一般理财客户
还不必过度担心资产缩水。

关于是否影响台湾产业出口，台
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柯拔希对
外表示，新台币贬值使出口稍见曙
光，但仍只有杯水车薪的效果，贬破1
美元对34元新台币才会开始有感。

新台币兑美元汇率

创近5年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