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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 4日，“厦门青
年 五 四 奖 章 ” 获 奖 名 单 揭

晓，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
理教授、台籍教师陈经超名列

其中，与其他 39位来自各行各业
的厦门青年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青

年“领军人物”。
此时距他2010年第一次成为“新闻

主角”过去了整整5年时间。当时，刚刚取
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的他，选择做“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成为大陆“985”高校体
制内任职的首个台籍编内教师。

回首自己在大陆 13 年的成长经历，陈经
超由衷地感慨道：“我的缘分在这边。来到大陆

之后，我的生活越来越好，路越走越宽广了。”

一场关于未来的选择

2001年，台湾大学农学院大三学生陈经超开
始认真地思考之前曾多次在心中出现的念头——

到大陆发展。陈经超曾有过一次大陆行。当故
宫、圆明园、颐和园、黄花岗烈士墓等这些原来

只在课本上看到的东西真切而生动地展现在
眼前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课本上描述

的 国 土 之 大 ，
终于能亲身感
受 体 验 一 回 。
那种感觉，深
刻而美好！”

那 段 时
间 ， 美 好 的 记
忆 与 无 限 的 憧
憬 交 替 在 脑 海
中 浮 现 ， 他 决
定 专 程 赴 北 京
大 学 实 地 考 察
一次。当年 10
月 ， 在 北 大 老
师 的 帮 助 下 ，
他 旁 听 了 光 华
管理学院的一

些 相 关 课
程，学生们

高涨的学习热情让他至今难忘。
返台时，他的行囊里没有给亲友的特产礼物，而是

一大摞厚厚的北大考研教材。命运似乎有意考验他：
次年 3月北大和台大招考硕士的时间竟然在同一天进
行。于是，他果断放弃了台大的考试，报考北大。功
夫不负有心人。6月份，他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一个关于融入的选择

台中与北京，相距近 2000 公里，气候环境不同，
生活习俗迥异。为更好融入，陈经超放弃与北大的台
湾同学同住，主动要求和学院的大陆同学一起住。

相对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学习上的困难似乎更大。
坚持不懈，一点一点地“钻”和“啃”……用这种劲头，陈经
超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无论在台湾大学还是在北京大
学，陈经超总是刻苦攻读的学生之一。在台大本科他读的
是农学院，他主动选修了管理学课程；在北大攻读管理学
硕士时，他又选修了新闻传播学课程。得益于这种未雨
绸缪的意识与顽强拼博的精神，2006年萌生考博念头
时，他又顺利考上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博士。

博士阶段的学习让陈经超眼界大为开阔，尤为重
要的是，他得到了很多接触大陆国企的机会。他先后
担任策划国家新闻总署“中国报业与广告业发展的关
系问题研究”课题、“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战略”课题总
召集人，以及参与国资委下属的两个大型国企项目课题
研究。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与国企打交
道的经验，为日后进入体制内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种关于接纳的选择

陈经超说，他来大陆的头几年，每次回台湾，亲
友们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为什么去大陆”；如今，亲友
们见到他都说“你好聪明，怎么这么有远见”。关于这
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我的看法始终如一，我看好大
陆经济的发展，也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2009 年 5 月，福建省出台 《关于做好取得内地
（祖国大陆） 全日制普通高校学历的台湾学生来闽就业
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前台湾老师都属于外专局管的
外聘人员，有很多福利比如分房这种巨大利益都享受
不到。现在，都可以享受了。这不仅为我在大陆工作
提供了保障，还让我有种在体制内被接纳的感觉。”

在陈经超之前，曾有两名台湾学生被福建省属高
校录用，但因为厦大属于教育部中央直属高校，性质

不太一样，这给他带来不
少待遇及福利认定与享受上
的困难。教师资格证是他遇到
的第一个“麻烦”，就业证又成
了他的一大烦心事。虽然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陈经超却很乐
观：“在我看来，大陆有时或许有很
大问题，比如有很多内部资料要补齐、
制度要完善，甚至法规要调整。但我感
觉它在慢慢地调整改进，为我们在做一些
工作，这一点我挺感谢的。”

一项关于使命的选择

陈经超说，如今自己算是在厦门真正生根落
户了。“工作稳定了、家庭也安顿好了。下一步，促
进两岸新闻交流是我努力的方向。”

目前，他在学院里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公共
关系和新媒体课程。他表示，教好书是他的本职
工作，全力做好它是他的第一要务。作为厦大老
师，他认为自己还肩负着服务社会的重要职
责。地方政府和企业非常需要危机公关方面
的知识，自己应把自己所擅长的危机公关
应把握的原则、处理技巧、应对措施等知
识传达给社会，从而帮助更多人增强这
方面能力。

时光飞逝，转眼陈经超来厦门已
有 5 年时间。如今，他对厦门越来越
熟悉、资源也越来越丰厚了。他将
一度给他带来困扰的台籍身份
逐步转化成独特的资源优势，
为推动两岸教育和文化交流
出力。他认为，现在他做两
岸交流这件事逐渐地水到
渠成。接下来，他还将努
力地尽己所能为两岸
教育交流添砖加瓦。

大陆为简化台胞赴大陆手续，
前段时间推出免签注和卡式台胞
证措施。一张小小的卡式台胞证，
却让台湾政坛闹翻了天，在岛内引
发部分政治人物“矮化台湾”“让台
湾失去尊严”以及“使台胞个人资
料外泄”等荒谬可笑的言论。

为两岸同胞往来提供便利，
是大陆一贯的政策主张，多年来
大陆为此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积极
措施。大陆宣布实施这项政策，
也是根据广大台胞的意愿和要求
做出的。换句话说，大陆之前出
台的诸多惠台措施，并不是每一
项 都 要 事 先 与 台 湾 方 面 进 行 沟
通。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同胞交
流往来的措施，“台独”政客们都怕
得要死、恨得要命。然而他们那些
歪曲基本事实的误导性言论，也
太低估台湾民众的判断力，实际
上不值一驳甚至是不值一审。

据悉，大陆为台胞免签注一
项，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 10 多
亿元新台币。但台湾陆委会主委
夏立言强调说：“能省下钱当然对
于个人和台商来讲很重要，不过
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个卡片是否冲
击到台湾的‘尊严’和‘尊重’。”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也在“立
法院”质询时声称，大陆径直启用
卡式台胞证，这是（台湾的）“尊严”

问题，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有固定的交流机制，为
什么交流机制徒具形式，没有发挥作用？她说，台当
局不能只有口头表达抗议，要有具体作为，“为了台
湾的尊严，我提案联署要求停止 10 月登场的夏张
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称，台湾海基会有5个人
早在7月就已经取得卡式台胞证，陆委会对外宣称
仍有疑虑，竟放任官员申请，根本是玩两面手法。

有岛内名嘴指出，包括台当局官员及少数“立
委”，显然都是在作秀，尤其是绿营政治人物，他们
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没事找事。大陆发放的卡式台
胞证被指含所谓“无线射频辨识（RFID）功能”，经
台湾安全单位检测后证实，根本没有，更没有个人
资料外泄的可能。卡式台胞证若要嵌入无法轻易被
侦测的高精密芯片，技术非常昂贵，以数百万的发
卡量计算，不符合经济效益。用台湾旅行业质量保
障协会大陆来台观光接待委员会主委盛金鑫的话
来说，卡式台胞证和纸本
没差异，外界对其有“统
战、个资泄露”等疑虑是
庸人自扰，因为申请数
据跟旧版相同，“只是使
用起来更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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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大陆

据新华社厦门10月 13日电 （记者林善
传） 12日晚，“2015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
王大赛”总决赛在福建厦门牛头山博饼民俗园
开锣，两岸共296名博饼复赛状元参与。经过角
逐，来自厦门同安的杨艺翔博得“王中王”，赢得
最终大奖——价值23.09万元的轿车一辆。

本届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从9月
开始，在福建厦门、漳州、龙岩以及台湾金
门、台北、桃园、台中等地同时开博，先后
有超过 10 万人参与。最终，大陆 248 位复赛
状元，与来自金门的15位以及岛内的33位复
赛状元齐聚厦门，参与决赛暨总决赛。

中秋博饼是福建厦门乃至闽南一带一年
一度的民间盛事。

面对台湾的政坛乱象，星云大师曾
经感慨，台湾政治人物应该学会反省、
检讨并懂得“看破”，提得起、放得下，
能上台也能下台。事实上，近来不少台
湾政治人物在走下政坛或参选失败后，
转换人生跑道，改行当作家、媒体人、
教授、农民……实现星云大师所建议的

“上台欢欢喜喜，下台快快乐乐”。

“行政院长”当作家

台当局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卸下
公职后，以“上官鼎”的笔名写下 《王
道剑》等武侠小说，创下惊人销售量。

刘兆玄 18 岁时，和兄弟以“上官
鼎”的笔名共同执笔写小说，当时他的
作品曾被武侠大师金庸盛赞是“台湾第
一”。封笔46年后，他重出江湖写下武侠
小说 《王道剑》，甫推出就成为热销冠

军。刘兆玄曾透露，已经有人接洽要把
他写的武侠故事翻拍成电视连续剧，他
将亲自参与选角，未来前“阁揆”拍武
侠连续剧将创下另一个新纪录。

2009 年 9 月，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刘兆
玄，因为“八八风灾”酿成的政治风暴黯然
下台。如今，渐渐淡出政坛的刘兆玄过上
了截然不同的侠气人生。他说：“人到了一
定高度的时候，你要能够放得开，能够丢
掉那个执著，说不定你因此更上层楼！”

“立委”到高校任教

岛内前“立委”邱毅离开政坛后，
开始了频繁来往两岸的新生活。

目前，他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聘为
专任教授，还兼任台湾义守大学的客座
教授和多个企业的顾问。在大陆，邱毅
为西安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

的EMBA学生讲授危机管理。“我很多元，
不只是教书，还写剧本。中央电视台已经
和我签约，我写的剧本《大陆渔工台海喋
血》，他们已经准备投入拍摄。”邱毅说，还
有好几家上市公司要聘他为独立董事，他
的收入也比以前增加5倍以上。

邱毅曾在他的微博上写到，政治对他
来说是浮云。因此在不担任“立委”后回归
本行，他反而觉得更自由了。其实，按照邱
毅自己的说法，他喜欢背着背包，像个“驴
友”一样去流浪，独自享受孤独。

“台中市长”当老板

卸任台中市长的胡志强在今年年初
宣布，他将出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副董
事长。无疑，获得这份职务得益于胡志
强丰沛的两岸关系和超强的营销能力。

据知情人士称，胡志强加入旺旺中

时媒体集团后，并不会负责实际业务。
像其他退下来的台湾政要一样，胡志强
会成为集团的“门神”，主要负责替集团
跟台湾政要打交道。

胡志强曾任台湾新闻局长，能言善
辩，形象良好。此番“下海”，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也为他打气：“人生如果有机会
的话，可做不同的尝试。胡志强如今转
任媒体，我觉得对台湾的媒体也是注入
一个新的力量，很棒。”

写书、“下海”、教书……
台湾政治人物卸任后都干啥？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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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三十五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
幕。本届展览共吸引27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4100家参展商参与。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秋季到香港看电子展秋季到香港看电子展

左图：电子产品展上展出的机器人。
下图：观众在观看新设计的智能耳机。

◆港台速递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12 日电 （记者颜
昊）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12日宣布，在香港
注册的船舶吨位数于9月底突破1亿总吨，注
册船只数目达到2449艘，香港成为全球第四
大船舶注册地。

香港船舶登记制度已有超过 150 年的历
史。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经中央政府授权继
续进行船舶登记，并根据香港特区的法律，
以“中国香港”的名义颁发有关证件。

作为亚太地区目前最重要的航运物流枢
纽之一，得益于自由港的低税政策，香港历
来是热门的船籍注册地。在香港注册的船
舶，其国际营运所得的利润可豁免所得税。
此外，香港已与内地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涵盖航运收入的宽免双重课税协议。

本报新北10月13日电（记者王连伟、孙
立极） 由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和台湾中华侨联
总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
今天在台湾新北市举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
员会主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崇汇，
率大陆河洛文化研究学者一行出席开幕式，并
作专题发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台
湾”，来自海峡两岸、香港以及美国、韩国的
河洛文化专家学者150多人与会。研讨会共收
到论文 70多篇，会前已结集为 《河洛文化与
台湾》专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期间，专家学者将就
河洛文化与河洛郎、河洛文化与台湾本土文
化的融合与发展、河洛文化与台湾民间习
俗、河洛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等开展研讨。

河洛文化研讨会在台举行

香港船舶注册突破亿吨

两岸博饼“状元”厦门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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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高校首位台籍编内教师陈经超——

台湾青年成厦门“领军人物”
熊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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