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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政机构日前宣布五大提薪政策，包括公
务部门带头调高派遣及临时工月薪、薪资列入当局
采购及颁发奖项加分项，并鼓励企业加薪、推动薪
资透明化，同时拟将基本工资时薪从 140 元提高到
150元 （新台币，下同）。

针对其中提高时薪的方案，1111 人力银行调查
岛内近 2000 名上班族发现，近 63%的受访者认为无
助于改善生活，其中，35.8％认为物价仍高，调涨
时薪帮助不大，27％认为仅部分族群受惠，多数人
无感。

约二成上班族近半年内兼职

一面是岛内薪资低迷，一面是上班族努力创
收。据台湾人力资源机构最新调查，约二成受访上
班族近半年内从事兼职工作。兼职者平均每周增加
工时10.21小时，平均每月增收7600元。

1111 人力银行近日公布“上班族兼差暨飞特族
（指工时弹性且生活自由者） 现况调查”显示，受访
上班族兼职的主因包括：增加收入 （80.95%）、正职
薪水太低 （61.90%）、工时弹性或自由 （19.05%）、熟
悉该领域 （16.67%） 及为转职做准备 （14.29%）。其
中，兼职工作以“餐饮业外场”“餐饮业内场”及

“家教或补习班”居多。
据调查，兼职工作类型以“餐饮业”及“家教/

补习班”居多。有兼职的上班族中，正职平均月薪
38365 元，平均每周兼职工时为 10.21 小时，每月可收
入7600元外快，兼职后平均每月总收入达45965元。

近一成受访者有“非典型工作”

调查同样发现，有将近一成的受访者从事“非
典型工作”，包括派遣、临时工、接案，原因包括

“工作时间弹性”（63.85%）、“找不到合适正职”

（58.72%）、“转换工作空档”（40.08%）、“符合个人兴
趣”（27.75%） 及“无一技之长”（26.36%）。

在受访的非典型工作者当中，有45%是阶段性从
事，另有 35%是自愿从事，还有 20%则是被迫成为

“飞特族”。平均每周工时 20.05 小时，月收入 14225
元，平均时薪可达 177元，较目前法定基本时薪 140
元，高出26%。

苦闷上班族不得不另辟财源

1111 人力银行副总经理何启圣认为，台湾行政
当局此前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实质总薪资为近 6万元，
不少民众认为与实际感受差异大。就业市场薪资长
期低迷不振，迫使上班族不得不另辟财源。

何启圣分析称，上班族选择兼职时，通常会衡
量从业门槛、排班弹性、交通距离、体力负荷等因
素。快餐店、小吃摊等提供计时人力需求，成为上
班族赚外快的优先选择。

本次调查时间为 5 月 14 日至 21 日，以网络问卷
进行，有效样本 1935 份，信心水平 95%，正负误差
值为2.23个百分点。

台湾陆委会 22日晚发了一纸声明，谴责
大陆用“粗暴政治手段”“霸凌”台湾，让台
湾无法参与世卫大会，“罔顾台湾人民健康权
益”。这种靠歪曲基本事实欺骗民众打“悲情
牌”的手段，低估了台湾民众的判断力。两
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处理两岸问题时不脱这
一行为模式：自己做错不反省，却一味责怪
对方。台当局需扪心自问，为何台湾 2009年
以来连续8年参加世卫，这两年却不行，谁才
是通过政治操作令“现状”生变的一方？

先来看一看基本事实。世界卫生组织是
联合国下属机构、最大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台湾方面 2009年起
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因为
马英九当局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向
好，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经过协商之后，
大陆为台湾做出了特殊安排。

民进党上台后口头上说“维持现状”，却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支持纵容“去中国
化”“渐进台独”活动，单方面破坏了两岸互
信的政治基础，也毁掉了参加世卫大会的前
提。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属机构，当然要
依据联合国 2758 号决议、世卫大会 25.1 号决
议和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此次世卫
大会不给台湾发邀请函，不将邀请台湾地区
参会问题纳入今年大会补充议程，是民进党
当局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民进党当局明明知道参加世卫大会路在
何方，却还要反其道而行；明明知道两次被
拒的症结所在，却刻意回避，对实情绝口不
提，炒作大陆“政治打压”，无非是想达到两
个政治目的。一是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
台”，为推行“渐进台独”张目；二是把在岛
内惯用的政治操作手法移植到涉外领域，制
造两岸民众对立，煽动敌意，在年底“九合
一选举”中骗取选票。至于“台湾民众健康
权益”，跟上述政治目的相比，对民进党来
说，不过是个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而已。事
实上，因政治操作而影响台湾民众健康权益
的不是别人，正是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当局不敢告诉台湾民众的还有，
大陆方面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为
维护这一权益，与世卫组织协商，就 《国际
卫生条例 （2005）》 适用于台湾地区做出了
相关安排。让台湾方面拥有登录世界卫生组
织事件信息网站的账号，可及时获取世卫组
织发布的信息并发布台湾相关信息。支持台
湾医学专家以适当身份参与世界卫生技术性
活动。自2013年至2017年，台湾共有34批58
人参加了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台湾民
众从世卫组织获取资讯，参与技术性活动的
渠道是畅通的。

大陆方面严格区分台湾当局的所做所为
与台湾民众的健康权益，并没有因为民进党
当局毁掉参与世卫大会基础而中断台湾民众

“有意义”地享受卫生健康权益的渠道。如果
说有人“罔顾台湾人民健康权益”，那正是民

进党当局“罔顾台湾人民健康权益”，如果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政
治文章，那也正是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一己之私做政治文章。回顾台
湾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及适用 《国际卫生条例》 的全过程和基本事
实，这个帽子扣不到大陆头上。

陆委会在声明中还说，大陆“将绝对失去台湾人心”。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民进党当局时时政治挂帅，处处选票优先，已经
把自己置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对立面。他们继续以欺瞒手段剥
夺台湾民众的知情权和本来完全可以
获得的利益，终将被看破手脚。“将
绝对失去台湾人心”的，恰恰是民进
党当局自己。

本报北京 5月 23 日电 （俞晓）
台湾知名文创企业法蓝瓷今天在京召
开发布会，宣布将于6月启动“法蓝
瓷光点计划”，以 60 万元 （人民币，
下同） 的总奖金，提供百名学生各
6000 元奖学金，以鼓励更多设计学
子完成陶瓷梦想。

法蓝瓷总裁陈立恒说，过往十年
大赛所培育的设计新锐，现在成为成
功品牌的并不多，追根究底后发现，
新锐设计师在校读书时，就缺乏对产
业、对市场的认识。“希望‘光点计
划’能回到源头，给予实质的支持与
鼓励，之后再带同学到国际上去认识

市场与产业。”
“ 法 蓝 瓷 光 点 计 划 ”前 身 为

2007—2016 年间“法蓝瓷陶瓷设计大
赛”，自开办以来，从台湾、两岸逐步走
向国际，共吸引来自全球超过 30 国、
近万名设计新锐报名参赛。2013 年、
2014 年“法蓝瓷陶瓷设计大赛”金奖
得主王武认为，设计专业学生在经费
上有不小的缺口，以一套茶具的创作
来说，光是打样可能就要 5000 元左
右。“光点计划”的转型完全针对学生
痛点给予支持，而且名额增加不少，期
待看到未来百花齐放的局面。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向勇说，法蓝瓷由土而生，承载着厚
重的中华文化。文创企业法蓝瓷是培
养设计师并推动其进步的力量，资助
计划考虑诸多方面内容，体现了企业
的社会责任。

从6月1日截至8月31日，“光点
计划”将开启网络报名，凡以陶瓷为
素材的作品皆可申请，没有科系与年
级的限制。同时，“光点计划”也将
延揽“法蓝瓷陶瓷设计大赛”全方位
产学界的国际评审，除给予获奖的
100 件作品专属指导外，还将从申请
作品遴选出十件，颁发“光点新秀
奖”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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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薪资低迷 调涨乏力

台湾上班族兼职创收很劳碌
俞 晓

孩子的成长总是最牵动人的心。
在内地的大山深处，有的孩子因为贫
穷，不得不离开课堂外出打工；有的
学校因为条件落后，无法给予有天赋
的孩子合适的教育……面对一双双渴
求的眼睛，香港各界日夜牵挂，为他
们捐资、捐物、支教，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广东偏远地区育苗计
划”到去年的“大学生在线支教计
划”，不少爱心人士通过此类助学项
目与山区的孩子结缘。

而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奉献，不仅
成就了孩子们的未来，也让港人一同
成长。曾经在广东韶关参与支教的冯
志健说：“教育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
事情，没法像商业活动般评估绩效。
要问谁在支教中受益更多，是我们还
是孩子？说不清。但我觉得自己收获
非常大。”

小学童的光和热

每年的三四月间，香港的中小
学和幼儿园就会收到一封筹款倡议
函，鼓励小朋友们捐出自己的零用
钱，用于改善一江之隔的广东偏远
地区同龄孩子教学环境，这就是筹
办了 25 年之久的“广东省偏远地区
育苗助学计划”。

自 1993 年起，有感于内地山区
学童的教育资源贫乏，香港政府教育
人员职工会、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及
香港《明报》携手，邀请历任教育署
长及教育局常任秘书长出任名誉赞助
人，筹款支持山区学校改善条件，推
动知识脱贫。25 年的默默育苗结出
累累硕果，香港小学童们共捐出近
2900 万港元，帮助广东省 55 个县区
的170多所山区学校重建校园，告别
危房教学楼。

“育苗计划”从2009年起，还专
门拨款资助条件薄弱的山区学校设置
基本电子教学平台，让贫困学童有机
会接触现代化教育，计算机、录音
机、视频展示台、投影机、多功能电
教讲台……山里的小同胞由此打开新
世界的大门。9年来已经有超过70所
学校受惠，无数“大眼睛”借着知识
的翅膀飞出山沟，实现人生梦想。

而那些顽皮的香港小学童，对世
界也有了新认知。翻越崎岖山路，亲
身踏上山区土地，真切体会到偏远地
区同龄人求学的不易，见证了自己的
爱心给山区学校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忽然一下长大了”。“我们小小的爱
可以实现山区学生的读书梦”“有能
力帮助他人是种福气”“我会继续捐
利是钱帮助山区小同胞”……稚嫩的

话语间，藏不住的是真心和真情。

青年教师的笑与泪

虽然与香港遥遥相隔500公里之
远，广东韶关的偏远学校里却每年都
有香港老师的身影，他们备课本里有
趣的“ABC”“哆来咪”“红黄蓝”，
告诉大山里的孩子外面的世界有多精
彩。这些老师，都是“香港青年服务
团”的成员。

从2011年9月开始，香港特区政
府民政事务局推出“香港青年服务
团”计划，资助有志于到内地偏远地
区支教的香港青年体验农村、锻炼意
志、服务国家。6 年来，约 120 名香
港青年先后奔赴广东韶关、梅州等
地，任教初中、小学及学前班的各项
科目，并协助筹办课外活动。

香港中文大学美术系毕业生黄嘉
瀛是第一期服务团成员，支教时她
才 21 岁 ， 学 生 们 称 她 “ 香 港 小
姐”。她和另外 3 名“香港小姐”包
揽了韶关龙归镇龙归小学所有班级
的 美 术 、 音 乐 和 综 合 课 。 抛 开 课
本 ， 她 从 最 初 的 人 体 比 例 开 始 教
学，还带着学生们到田野写生，大
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兴趣。

“他们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不

少内地学校的校长都表示，孩子们爱
上香港老师的课，因为“讲得有意
思”。而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对老师的喜爱，一名支教老师生日
时，不仅收到一张张贺卡，还收到了
煮熟的红鸡蛋。

在返程时，志愿者们都流下了分
别的泪水。“难忘义工岁月”，是所有
来内 地 支 教 的 香 港 青 年 教 师 的 共
鸣。去年远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蒙自市扶助贫困儿童的香港
青年袁昭杰在笔记本上写道：“那里
的学生始终是朝阳，比香港的学生
热情和纯朴，登车离开的时候，他
们找我给签名和拍照，从他们的脸
和崎岖漫长的山路上，我找到了积
极、乐观和毅力。”

慈善家的情和梦

打开“田家炳基金会”官方网
站，简单的首页上，“中国的希望在
教育”的标题尤其醒目突出。这8个
字，承载着香港慈善家对内地教育事
业的牵挂，凝聚着他们聚焦教育、提
升国力、振兴中华的梦想。

早在 1981 年，香港首富李嘉诚
就付出大量精力与财力，资助汕头大
学发展；1986 年，由“香港船王”

包玉刚出资创立的宁波大学正式开
学，如今已有多个学科全球排名顶
尖；1982 年成立的田家炳基金会，
至今在内地共资助了大学 93 所、中
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
儿园 20 所、乡村学校图书室 1800 余
所；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仅
仅是通过教育部渠道，香港爱国爱港
知名企业家就已累计向内地教育事业
捐款超过80亿元人民币……

港人助学内地，从不遗余力，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最温暖人
心的，是那颗始终与祖国内地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爱国心。因为他们明
白，助学内地，就是投资国家的未
来，“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
香 港 更 好 。” 国 家 强 大 ， 民 族 复
兴，香港才能延续辉煌。正如在内
地建了近 200 所希望小学的香港爱
心人士李丽霞所说：“我们的资助
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希望让这滴
水也起作用。”

一所所希望小学托举着希望，一
座座逸夫楼记载着青春，一项项奖学
金成就着栋梁……几十年人事变迁，
然而一直坚守不变的，是这些延续不
断的善举，不管何时，重温这些爱的
故事，感动依然如初。

献爱数十载 真情暖人心

港人助学内地：有温度，有厚度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台企法蓝瓷助力学子挥洒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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