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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业 导 师 走 进 留 创
园”，张家港市的做法值得称
赞。

伴随着海归潮的到来，越
来越多的海归选择回国创业、
就业，但部分海归企业因为不
接地气、人脉不足、资金短缺
等多种因素，使得创业项目面
临着资金难、运营难、管理难
等问题。政府“接来”创业导
师走进留创园，实际考察海归
创业公司和创业项目，现场给
予指导和建议，把对海归创业
的帮助落到实处。

当前，各地人才竞争进入

白热化阶段，人才越发显得珍
贵。海归在创业领域有着国际
化视野的独特优势，但同时也
受限于对国内市场的不熟悉。
不仅是海归，政府引才也同样
在机遇中面临全新挑战。所以
说，此次张家港市“创业导师
走进留创园”活动，仅仅是一
个开头。

“学习飞行是机缘巧合”

彭振桓是半路出家的飞行员，但即使是半路出家，他所做出的
成绩也丝毫不比他人逊色。“我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的都是化学
专业。学习飞行其实也算是机缘巧合。”彭振桓说，“2015年，我正
在上海大学读硕士，恰巧遇到招飞单位到我们学校招飞行员。当时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报了名，没想到最后就真的通过了选拔。”从那
以后，彭振桓开始真正学习飞行。即使是零基础开始，他也取得了
卓越的成绩。

在美国学习飞行时，彭振桓感觉一些外国教员最开始对中国飞
行学员是有一些偏见的，甚至有的教员会对中国飞行学员出言不
逊。彭振桓对这件事的印象特别深刻，也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
取得优秀的成绩来改变外国教员对中国飞行学员的看法。在后来的
学习中，他所获得的成绩也确实让外国教员转变了对他们这一批中
国飞行学员的看法，甚至颇为佩服他所取得的成绩。“我到现在也还
能记得上海大学前校长钱伟长讲过的一句话。钱校长说，‘祖国的需
要就是我的专业。’这句话对我人生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彭振桓在谈到自己改变专业转而学习飞行的原因时，颇有感慨，“我
选择学习飞行虽然只是一个巧合，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好，做到
利国利民也利己。我很骄傲自己在海外学习飞行时能够赢得各国教
员和学员的称赞，让他们对中国飞行学员的素质有了新的认知。”

海外学习 收获颇丰

在海外学习飞行的经历让彭振桓收获特别多。“海外的学习经历
不仅让我对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学习到了一门高难度的复杂技
能。更带给了我真正的国际化视野，给了我很强烈的文化自信感。”
他说道，“同时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回
国后，彭振桓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感变得更强了。无论是在工作
还是生活中，他都会坚持做到言出必行。目前，他在国内从事培训
飞行员的工作，偶尔也会客串高中补习老师。他在给学生上课时，
都会细致地讲解各个知识点，争取让大家能够在课堂上真正理解所
学。在彭振桓看来，责任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之一。

兴趣广泛 热爱文学

其实，彭振桓在高中时的文科成绩远比理科成绩好很多，但他
的化学老师告诉他，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化工是一定不行的。这句
话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情，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凭着年少时
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为了做一个对国家更有用的人，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相对弱势的理科。现在的彭振桓对自己当初所做出的这个选
择没有丝毫后悔之意，他很高兴自己现在的专业和工作能对祖国的
建设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其实文、理科人才都对国家的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二者各有利弊罢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
弃过学习文科的机会。我将写作培养成为了自己的兴趣，开了自己
的公众号，偶尔写写东西，也觉得很满足。我也感恩自己的文字能
在偶然时给予他人鼓励和乐趣。”彭振桓说道。

彭振桓的兴趣很广泛，他喜爱文字，也享受当老师时帮助学生
提升成绩的幸福。即使兴趣让他的时间经常不够使，但他也不愿放
弃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因为自己的兴趣，我常常需要熬夜写文章，
睡眠不足已是常态。”他提到自己的各类兴趣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
种细微的欣喜之情。彭振桓说：“我不会因为时间不够用，就放弃自
己的兴趣。有时我也会暂时搁置一些爱好。但其实很多事情，只要
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放弃，也能坚持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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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这是创业名师讲堂的
提问现场，数百名海归代表和区
镇代表参加了活动。参会者向创
业导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询问关于国外智能制造与新
工科背景下人才培育的经验。

“创业导师走进张家港留创园”活动内容包括启动仪式、江苏省留学回国
人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创业名师讲堂、创业项目路演、创业企业考
察会诊、市情考察等，让创业导师真正走进留创园，实地帮助海归创业者更好
地开展创业项目。

在创业名师讲堂的第一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苏州凯蒂亚半导
体制造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建平着重谈到了“新工科”这个概念。根据教育
部的要求，新工科更加强调产、学、研相结合，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更加面向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更加着眼于工程教育创新。景建平介绍道：“日本的工
科大学在大三大四会邀请企业家担任导师，对学生进行技能指导，这种培养人
才的方式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

这些专家分别以创业名师讲堂、创业项目路演、创业企业考察会诊等形
式，深入了解海归创业企业和相关项目，导师在现场对企业传经送宝，进行深
度诊断并给出了指导意见。创业海归中的优秀代表和区镇代表等数百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现场互动频繁，气氛十分热烈。在考察江苏扬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

公司时，创业导师了解到该公司对心血管、感染及肿瘤等疾病的早期预防和快
速诊断方面的先进技术后，非常激动。刘广成表示：“我们之前投资的一些项目
也是做该方面诊断检验的。我没想到你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真是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开展深度合作。”对苏州卡耐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和苏州锴威特半导体有限公司的项目，专家则建议他们试着在海外建实
验室，重点解决研发、封装、产线等场地的自有问题。专家和企业的结合，促
进了产、学、研的深度结合，为专业技术找到大展拳脚的舞台、为资本找到投
资的热土、为一线企业带来宝贵的指导和建议，取得了专家、企业和基层的多
赢成果。

国家搭台，地方唱戏。专家诊断，企业受益。积极实现两个结合，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于基层创新创业和海外引才。人社部留学人员与专业服
务中心留学人员服务处处长杨凯表示，“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千人计划”专
家下基层这样的活动今年还会办50多场，张家港市只是一个开端。

3 月 21 日下午，创业路演活动现场上，苏州锴
威特半导体有限公司代表罗寅作题为 《功率半导体
与智能功率集成芯片开发》 的报告，得到创业导师
的认可。

3 月 22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经济开发区留创园，创业
导师走进留创园进行现场“会诊”。江苏扬新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是由留美科学家和当地企业家共同创办的高科技、创
新型生物标志物诊断试剂公司，致力于肿瘤、心血管疾病
国际最新生物诊断试剂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目前已经获
得2轮天使投资，并申请26项专利。

左图：开幕式上，江苏省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向张家港市经济
开发区授予“江苏省留学回国人员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的名牌。

2017 年，彭振桓 （右一） 在海外学习飞行时，
一口气考下了3项飞行执照。他以优异的成绩，赢得
了各国教员和学员的赞许。图为彭振桓正在做飞行
前的检查工作。

（本版插图来自于网络）

2018年3月21日至22日，一场“创业导师走进留创园”活动，在江
苏省张家港市经济开发区留创园举办。创业导师助力海归创业发展，帮
助海归解决创业难题。

描述不适应感
大多指向“太快”、“不文明”

一些海归表示归国后在生活节奏与学习压力等
方面有不适应感。周孟博曾在意大利留学，回国后
选择在北京继续读书。她说：“在生活节奏上会有
些不适应。因为意大利的生活节奏比较慢，人们可
能更多地是在享受生活。感觉国内的生活节奏很
快，尤其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再加上国内年轻
人多，大家都很努力工作、都很忙，于是压力也就
大得多；在学业上有时也会有一些不适应。在意大
利，考试是有 3次机会的。这一次发挥不好可以有
下一次。而国内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在国内考试的
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向闻 （化名） 曾在日本学习过一段时间。他
说：“刚回国比较不适应的是，出去玩遇到玻璃门
会等它自己开。”祝飞 （化名） 毕业于澳大利亚墨
尔本大学会计学专业。他回国已经有两年了。“有
时还是会碰到一些不文明行为，像插队，车不让行
人等现象。但是近几年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王
静 （化名） 刚从美国留学归来 4个月。她也深有同

感，“在路口，司机文明礼让行人的素质还有待提
高。”她说道。

人文环境有落差
导致不适感出现

“美国人口少，除少数大城市，其它地方都见
不到很多人。”王静认为海归的不适应感首先来自
于人文环境的差异。

向闻则认为：“不适应感主要是生活方式不同
造成的小改变吧。”在周孟博看来，“留学让我认识
了很多国外朋友，有机会体验国外的氛围和生活方
式。也可以让我跳出自己在国内的圈子，重新思考
自己的生活。”她觉得产生不适应恰是因为在国外
生活过这一段时间，渐渐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

“国内外人们生活理念不同。在国内，大家可能更
注重在事业上的成功；而在国外，大家更注重自己
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国内外一些日常规矩不同，
比如考试制度就很不一样。”周孟博说。

许多海归都能理性地看待留学地与国内社会文
明风貌的差距。祝飞认为，发达国家人文环境的优
秀部分，是各个国家人们都会喜爱的；这也是发展

中国家正在追赶和建设的。他坦言：“回来之后，
发现咱们在人文环境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
科技技术上面的差距要大。”但他的分析也很客
观：“这几年国人素质进步很大。以前难得听见陌
生人对你说‘谢谢’、‘不好意思’，但现在在大城
市这已经很普遍了。中国在进步，这一点很重要。”

心态越平和、适应期越短
对事业影响越小

提及不适应感对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带来的影
响。祝飞说：“几乎没有影响——真的，压根没影
响。久而久之就习惯了。重要的是心里明白我们在
进步。”

王静和周孟博的调节方式既反映出年轻人的积
极心态，又同时流露出些许无奈。王静说：“车不
让人，就让车先过；有人插队，我就再多等会儿；
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只要事情给我办了就行了；人
多的地方就不去挤热闹了；不开车的话，就搭地
铁。”周孟博认为：如果觉得生活节奏快，就让自
己也快起来。做好每天的计划。把工作、学习等任
务按时完成了，就不会觉得压力大了。她说：“学
业方面，就要利用好平时的时间好好学习，不要临
时抱佛脚。这样在考试的时候会更顺利，也能更加
适应国内的学习和考试方式。”

许多人选择出国留学；几年后，又有
许多人选择归来。

不同国家间人文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十
分不同。于是，或多或少地，学子都要经
历两次“迁徙综合症”：生活节奏、社会环
境、交流手段等，全都需要重新适应。他
们在国外会经历一段不适期。同样的，当
他们回国时，也会经历短期或长期的不适
应，然后重新开始在国内的新生活。

海归归国
如何克服不适应？

宋晨辉

周孟博在回国后经历了短暂的不适应，但她
表示经过自己的调整可以很快适应并享受国内的
生活。图为她在捷克旅行时的留影。

（本文照片均由范伟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