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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台教育部门将召开第三次会议遴选
审课纲的学生代表。前两次遴选会上，学生们
吵成一团，意见超多而效率奇低，没能选成。
简单的遴选尚且如此，专业性极强的审课纲会
乱成什么样，可想而知。难怪岛内有学者痛
批，台当局让学生审课纲，要闹国际笑话。

胡闹到极点

25日，台教育部门召开遴选学生代表的第
二次会议，原希望选出 4 名课审大会学生代表
和18名分组审议会学生代表。但台湾媒体报道
说，参加会议的97名学生和台上的主持人“吵
成一团”，“超级没效率”，最后只好决定 28 日
再开第三次遴选会。

而在上周的第一次遴选会中，120多名学生
也充分展现了初生牛犊的“气势”，不断质疑遴
选委员适法性、开会时程仓促等四大瑕疵。会
议开了一整天，前后五度“休息”，让学生讨
论、吃午餐、吃下午茶、讨论、又吃晚餐。每
次“休息”之后又重起炉灶，学生们不断“跳
针”（指说话语无伦次、跳跃式思维）、“内
讧”，推翻自己刚作的决定。

原本登记参选的学生共有 195 名，其中小
学生 2 名，初中生 3 名，其余则是高中和大学
生。不过，两名小学生始终未现身会议，两名
初中生参加了首次遴选会，第二次会议则只来
了一名初中生。

对此闹剧，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代校长的知
名学者李家同近日表示，他活到77岁，也没当
过课审会委员，虽然他的专长是电机信息，但
因为认为自己不够懂高职课程，所以不敢审高
职电机、信息相关的课程，宁愿让给更专业的
老师。现在台当局竟把课纲交给什么都不懂的
学生来审，“胡闹到极点”，“是国际上的大笑话”。

不懂其实不是大问题，只要不说话，善于
藏拙即可。但若学生们在审课纲过程中也是这
样“勇于表现”，这个国际笑话恐怕是闹定了。

吃相真难看

相比之下，第二次遴选会的主持人庄国荣
也许是更大的笑话。此人在陈水扁时代曾任

“教育部”官员，以言辞粗鄙闻名，名列民进党
“立法院三宝 （指讲话荒腔走板哗众取宠的三人
组） ”之一，曾说过马英九是“小孬孬，哭着

回家找妈妈”等著名段子，后来因辱骂马英九
的父亲，引起公愤，被迫辞职下台。

这样的人，居然当了课审小组召集人，他
会选出什么样的代表，可想而知。国民党“立
委”25日召开记者会怒批，让庄国荣这种人参
与课纲事宜，“这种人参与只会教坏小孩”，“教
育部长”是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吗？

台湾 《联合报》 评论文章指出，人人都能
看出小学生审课纲的荒谬，所以其危险性或许
并没那么大，反而是指派一个充满政治偏见的
人来主持课纲研修大计，其政治结果必然更危
险。让庄国荣“佩着宝剑”来参与遴选，“课纲
还有活路吗？”时隔8年，台教育部门竟忙不迭
地将庄国荣这块“宝物”重新出土，这样的

“慧眼”，到底背后藏着什么心思，恐怕才是人
们更该担心的事。

庄国荣形象不佳，但胜在政治立场够绿，
嘴炮厉害，战斗力强。民进党当局任用这样的
人，中心思想显然是只要打手够凶狠就好，哪
管外界观感？为了加速推行“去中国化”教
育，已到了完全不顾吃相的地步。

危害极深远

在第二次的学生代表遴选会中，还有一个
人脱颖而出被选为会议主席，就是当年反课纲
的“大将”廖崇伦，与前“教育部长”吴思华
面对面沟通并在网络直播中出现的 7 名学生代

表之一。
岛内舆论早就质疑，台当局让学生来审课

纲，是论功行赏，是为了褒奖“反课纲微调”学生
的拥戴之功。如今“反课纲微调”的学生头子果然
出位，正验证了台当局的司马昭之心。

在去年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中，一些高
中生极力主张历史课本应用“日治”而非“日
据”，“否则日本不开心怎么办？”种种言论，反
映出部分台湾学生已被“媚日”“反中”思想严
重洗脑。民进党当局任用这些思想偏激、政治
倾向明显的学生来审课纲，未来的台湾教育真
不知将伊于胡底。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日前受访时表
示，蔡英文当局废除“微调课纲”后，在中
文、历史科课本部分，将再度出现“日本皇民
化”史观以及“去中国化”字句，例如“国民
党当局接收台湾”“日治台湾时期”，其意义是
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版图，日本是“合法”占
领台湾。而在所谓的“公民与社会科”课本部
分，是回到陈水扁当局的“98 课纲”，强调个
人主义胜于集体规范，意即强调“个人不服
从”，“所以这是搞学生运动、搞群众运动、搞
民粹的课纲”。

学生审课纲，本身即是民粹的实践产物。
民进党当局双管齐下，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鼓
动学生的民粹之风，深植“台独”意识，早已
损及台湾下一代的竞争力，从长远看，对台湾
前途更是为害极深。

专业让路 民粹当道

学生审课纲 笑话伊于胡底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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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的实习经历，让我对香港作为‘超
级联系人’角色的真正含义，有了深刻体会。
这不是一句离自己很遥远的话，而是与个人将
来的事业规划息息相关。”正在中国政法大学就
读的香港女孩高雪说。

在选择就读学校时，已经通过 DSE （相当
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并入读香港大
学的高雪，凭着对国际政治专业的浓厚兴趣和
要到处走走看看的想法，决定“北上”。这个夏
天，她又来到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成为了一
名实习生。

联络组、投资推广处、行政部……“连轴
转”的工作强度让高雪有些应接不暇，却也乐
在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随高级主任拜访
大型国企，向他们介绍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
出去’的中转站，能够提供哪些金融及专业服
务。”她说，这让自己真正体认到香港在国家发
展蓝图中正在扮演的“超级联络人”角色。

高雪参加的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和青年事务委员会共同推出的“青年内地实习资
助计划”。该计划始于两年前，在2016／17年度，
特区政府增拨资源，共提供 6600 万港元资助 95

个实习项目，约有3700名香港青年受惠。
特区政府驻京办高级政务主任黄志珩介

绍，鼓励和资助香港青年来内地实习，旨在培
养新生代的广阔视野，帮助他们把握国家发展
机遇，实现向上流动。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及法律系一年级学生黄
信怿参加了其中“最具含金量”的“金融青年
汇”暑期实习团，获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实
习机会。“这令我倍感幸运。”他说，“尽管还做
不了太多实际工作，但近距离观察国家主权财
富基金的运作，感受这里的企业文化和做事风
格，已是受益匪浅。”

在“金融青年汇”暑期实习团里，来自香
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40多
名香港青年学生，获得了丝路基金、中信证券
等金融国企的实习岗位。

刚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金融硕士学位的
港生杨德龙，已是第二年参加“青年内地实习资助
计划”。去年他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从事产业政策
研究，今年来到普华永道事务所的咨询部门。

“我参与的项目涉及多个产业门类，不少是
在香港无法接触的。”这位在澳大利亚念完本

科、回港工作半年多后决定求学北大的年轻人
说，香港金融服务机构的客户几乎全在内地，
如果不了解内地的经济政策和产业动向，不利
于个人事业发展。

在杨德龙看来，“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
香港的独特优势，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而
言，这就意味着拥有多个面向的事业规划前
景，“将来无论留在内地、回港还是到海外就
业，内地的实习经历相信都有帮助”。

第一次来到北京的黄信怿说，一个多月的
实习经历有助于开阔视野、增长阅历。“来之前
对内地并不了解，没想到内地企业如此国际
化，也没想到内地的生活如此便捷、发达。”他
笑着说，自己已经离不开百度外卖、支付宝和
微信……

“实习生”们也向香港的同龄人提出建议。
高雪说，香港年轻人应多来实地走走看看，而
不是片面、间接地感知内地。黄志珩则表示，
希望将来有更多香港青年到内地体验交流，越
深入了解内地的真实情况，就越容易把握好内
地发展创造的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电）

“我明白了‘超级联系人’的真正含义”

香港大学生畅谈内地“实习经”
赵 博

曾几何时，港校北上“抢人”，尤爱
“掐尖儿”，吸引了一大批成绩优异考生
“南飞”，让不少内地名校大呼“狼来了”。
近年来，“南飞”的“尖儿”似乎有所减
少，“雄风似不再”。现象背后看本质：理
性在回归。

经过几年的试点招生，“鲶鱼”在2003
年正式下水。这一年，教育部同意香港高
校在内地 6 省市自主招收自费本科生。到
2007年，港校的招生范围已扩大到 25个省
市，招生人数增长至近 1400 人。一时间，

“港校热”成为盛夏高频词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校与考生的双

向选择，像极了市场中的买卖双方：你出
的“价”高，我就选你。状元“南飞”，也
带来了反思：港校到底给出了啥“价”，让
橄榄枝如此具有诱惑力？是数额颇丰的奖
学金？还是华灯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抑或
是与国际接轨的教学制度？总的来说，这
些因素都应存在。往大背景上看，随经济
全球化一同到来的还有教育国际化，内地
刚打开港校招生闸门的头几年，如狂风一
般，“看世界”的新鲜感冲击着内地的教育
市场。

风来了，打了个转身，似乎又走了。
今日看，曾经“万人报港大”的盛况不
再，“港校热”似无人再提，“港校寒”则
冒了出来。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甚确
切。即使不再“热”，也不至于“寒”，诸
如港大、港中文等名校，其整体水平在国
际上仍维持较高水准，每年还是吸引了相
当数量的内地学生报考。所以，更为确切
的说法是：港校内地招生走过十多年的历
程，内地考生的选择趋于理性。

“我是否适合香港的学习生活环境？”
“我是否适合香港的教育模式？”“港校是否
比内地高校更能契合我的人生规划？”……
当绣球抛来，一系列思考进入到考生脑

海。有思考，便免于盲目，“能不能去”逐渐变为“适不适合”，这
对于港校和学生双方都是一件好事儿。

当然，如果纯粹冲着奖学金去的话，也无可厚非，那则是另一
层面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赴港学习就是一本万利。看过“香
港大学拒收内地状元”的新闻，也看过“学霸弃港大，复读考北
大”的新闻。学生与院校“八字不合”，往浅了说是教学方式的问
题，往深了说是文化理念的差异，如同“这么多年一直吃馒头，突
然要天天吃米饭了”一般，适应能力好的人能够迅速转换角色，适
应能力差的人则会叫苦不迭。所以，这也和选专业差不多道理，并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适合你的才是王道。如今，考生逐渐对港校有
了自身的判断，港校也逐渐找到了真正的目标群体。

“南飞”走过十余年，走过了
万人空巷，走过了人来人往，从早
期的不甚了解，到后来的渐成风
气，再到理性、务实的选择与考
量。这么走，路就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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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漫笔香江漫笔

香港铜锣湾一家大型
商场7月20日至8月31日
举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球星”展览，展出美国
NBA 三大著名球星迈克
尔·乔丹、科比·布莱恩
特、斯蒂芬·库里等身蜡
像，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参观拍照。

图为观众近日在现场
拍摄NBA球星斯蒂芬·库
里的等身蜡像。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美国NBA球星蜡像亮相香港美国美国NBANBA球星蜡像亮相香港球星蜡像亮相香港

据新华社长沙7月27日电（记
者明星、陈键兴） 台资企业旺旺集
团携手湖南日报社慈善捐赠仪式 27
日在湖南省民政厅举行，该集团捐
赠了价值 420 万元 （人民币，下
同） 的救灾物资。据了解，旺旺集
团今年已对大陆水灾严重的多个省
份捐赠物资价值总计约3000万元。

据介绍，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

获知大陆水灾严重的情况后，本着
血浓于水的精神，指示集团旗下的
中国旺基金会和旺旺各地工厂及营
业公司，陆续对江西、湖北、湖
南、河南、浙江、江苏等受灾省份
展开赈灾行动。

加 上 先 前 捐 赠 的 128 万 元 物
资，旺旺集团在此次湖南水灾中已
捐赠物资总价达548万元。

新华社深圳7月26日电（记者
孙飞） 26日，深圳前海法院任命的
首批13名港籍陪审员宣誓就职。

在宣誓就职仪式上，深圳市南
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令格宣读
任命文件，并向港籍陪审员颁发任
命书。随后，前海法院对13名港籍
陪审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工作职
责、司法礼仪等。

据悉，前海法院集中管辖深圳
市内的涉外、涉港澳台一审商事案
件，受理的涉港澳台及涉外案件占
案件数的六成以上。选任港籍陪审
员，是前海法院推进综合性司法改
革的特色制度之一，也是人民陪审
员制度在前海深港合作区及前海法

院运行的创新体现。
港籍陪审员主要通过参与案件

审理，将港籍人士的专业知识与大
陆法官的法律判断相结合，在处理
涉港案件中，能更好地消除香港同
胞因制度理念和生活环境差异等因
素造成对内地司法的距离感，增加
裁判透明度，从而提升内地法院的
国际、区际公信力。

前海法院院长闻长智说，前海法
院本次获任命的港籍陪审员，来自金
融、科技、文化产业、公共事务等专业
领域。他们知识素养较高，对涉案香
港或域外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行业情
况也较为了解，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专
业优势，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新华社台北7月26日电（记者
刘刚、许雪毅） 正在台北故宫博物
院展出的“秦·俑——秦文化与兵马
俑特展”，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好评，
迄今已吸引10万人前往观展。

展览的第10万名入场观众于26
日产生，为此主办单位特地在展览
现场举办庆祝活动。这名幸运儿是
来自新竹的宋姓高中生，与父母、
姐姐和爷爷一家五口专门北上看
展。宋同学获得了展览导览手册等
精美纪念品，第 100001名到 100030
名入场的观众，也获赠特展的着色
小玩偶。

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表示，目
前艺文展览偏少，秦俑特展绝对是今
年暑假最不可错过的展览，院方也鼓
励台湾民众利用假期前来欣赏。

此次展览由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
交流中心、甘肃省文物数据信息中
心、时艺多媒体传播公司等联合主
办。

展览汇集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
湾“中研院”史语所等20家博物考
古单位的馆藏共189组、近300件文
物，37％以上为一级文物。其中还
包含近几年最新的考古发现，如甘
肃省礼县大堡子山、张家川马家塬
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许多都是首次
在台展出。

台北站展出自5月6日起，将延
续至 8 月 31 日，随后将于 9 月 15 日
至12月18日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
馆展出。

前海法院首批港籍陪审员宣誓就职前海法院首批港籍陪审员宣誓就职

秦俑台北特展已吸引观众逾10万

台企旺旺集团

今年为大陆水灾捐赠物资3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