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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迎来中科院迎来4949名香名香港实习生港实习生
日前，2019中国科学院·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开班仪式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举行。49名香

港大学生将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计算所、物理所等研究机构进行为期6周的实习，接触人工智能、

物理、生物等领域，参与科研实践、科普讲座、素质拓展、参观交流等实习课程。图为在中科院自

动化研究所实验室，指导老师樊令仲（左一）向香港大学生介绍脑科学的研究进展。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台湾140余名师生
在重庆开展参访和实习
本报讯 “第二十届两岸同心——巴渝教育文化

参访周暨第七届台湾大学生重庆实践活动”日前在重

庆启动，来自台湾的145名高校师生将在重庆进行参

访和实习。

据了解，此次来渝的台湾师生主要来自台北市

立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台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活

动期间，台湾师生代表们将分为两部分进行参访和

研习。其中一部分师生将参加巴渝文化等讲座，并

与当地高校进行教育交流，登船游览长江三峡风

光。另一部分学生将赴重庆建工集团、重庆渝富资

产经营管理集团、重庆银行、重庆科技馆等11家单

位开展为期1个月的暑期实践活动。

“很期待此次参访，希望和当地高校师生就两岸

教育、创新、创业等议题进行沟通交流。”来自台中

的老师周明宇表示，重庆如今是“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重要联结点，希望通过参访了解这座

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近距离感受“山城”的

独特魅力。

同行的大学生代表石孟崝说，希望在重庆实习

期间努力汲取经验、增强能力、开阔视野，通过实践

了解工作中实际运作的情形，为将来创业就业打下

基础。

重庆市台办主任胡奕表示，希望通过开展两岸

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搭建沟通平台，让两岸青年学子

能够增进了解、以心相交、累积共识，以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为己任，携手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刘恩黎）

“大湾区带给我们归属感和信任感”
45位澳门青年分别前往广州、中山、珠海创业基地进行为期两周实习，感知大湾区魅力

□ 徐弘毅

在广州实习一个多星期后，澳门

姑娘吴海晴感到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

步。在她心中，来内地求学、就业是一

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随着了解的加深，

她更加坚定了扎根内地的信心。

吴海晴是“2019澳门青年湾区实

习计划”创业体验项目的成员之一，该

活动由粤澳两地政府联合举办。从上

周开始，参与该计划的45位澳门青年

分别前往广州、中山、珠海的创业基地

进行为期两周的实习，感知大湾区的

新机遇。

发展空间更广阔

在广州大学城内的粤澳青创国

际产业加速器办公区，吴海晴用手

机向新华社记者展示创意短视频，

这是她的实习内容——在研发智能

化系统的科技公司从事产品运营。

对这个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二年级的澳门女生来说，此行更

看重的是来到广州，亲身感受大湾

区中心城市的活力。

吴海晴出生于1999年。“我就读

的濠江中学有不少任课老师来自内

地，他们在理科和语文教学上水平很

高。”她说，“高二那年，语文课开始使

用普通话教学，这对我们日后发展有

很大帮助。”

高中时，吴海晴立下了去北京读

书的志向。“北京是一个充满梦想、挑

战和机遇的地方。如果留在澳门，生

活应该会相对安逸，但我想经历更

多，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她说，高中

毕业后，班上有一大半同学前往内地

读大学。

今年暑假，她加入湾区实习计划

来到广州。“大湾区有很多制度创新，

包括澳门居民可以参加内地社保、医

保，港澳居民可以报考内地公务员工

作等。”她说，“这对我们有吸引力，因

为内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创业资源更充足

这个夏天，就读于澳门大学金融

学专业的林振杰看到朋友在内地经营

民宿颇有心得，对民宿创业产生了兴

趣。“我理想的地点是广东顺德，那里

的水乡风景很美。”他说。

19岁的林振杰曾随家人移居顺德

并在当地读书。高中毕业后，他决定

回到澳门上大学，“澳门大学的金融

专业采用英语教学，我希望挑战一下

自己”。

对林振杰而言，大湾区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构筑休闲湾

区等发展方向将为他所关注的民宿创

业带来新的机遇。

5月27日在澳门举行的2019年

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上，粤澳双方签署

《实施〈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重

点工作》（以下简称《重点工作》）。其

中提出，支持建立粤澳青年创新创业

专责小组，统筹宣传推广双创资源。

“大湾区有许多鼓励创业的机制

和资源，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是一大

优势。”林振杰说。

科研环境更优越

今年秋天，招倩琪即将从英国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她利用大学最

后一个暑假回到澳门，参加湾区实习

计划。招倩琪在英国修读生物医学专

业，此次实习也分到一家从事基因测

序服务的科技公司。

招倩琪负责产品优化的工作，她

利用这个机会跟公司创办人进行交

流。“创办人告诉我广州的生物科技产

业空间还很大，这令我对行业前景感

到乐观。”招倩琪说。

《重点工作》提出，粤澳双方将推

动科技人才交流、科研攻关协同、科研

资金流通、信息和设备共享、技术转移

转化等，并提出推动与澳门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衔接。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消息。”

招倩琪说，“现在澳门也有一些科技企

业，我关注其中跟专业相关的领域。”

目前，澳门青年的实习日程已进

入尾声，但对他们来说，这次短暂的体

验只是圆梦大湾区的开始。“我们在这

里找到了归属感，并且随着与内地社

会往来更加密切，大家的信任感也不

断增进。”吴海晴说。

“ 有 幸 踏 出 这 一 步 ”
200多名台湾大学生加入实习队伍，在广州探寻新机遇

□ 徐弘毅

来广州实习5个月后，台湾姑娘

简妤蓁已经习惯用汉语拼音打简体

字了。在这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大四

女生看来，这只是她在广州近半年来

的满满收获之一。

简妤蓁是参加今年首批台湾大学

生来穗长期实习活动的14位台湾青

年之一。2月底，他们在广州台湾青

年之家的组织下来到广州，开启为期

5个月的实习生活。7月 8日，又有

200多名台湾大学生加入实习队伍，

将在这座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探

寻新的机遇。

感到实实在在的信任

每天上下班通勤，简妤蓁对广州

的公共交通已驾轻就熟。实习企业

有严格的上班时间，她习惯了早早起

床，搭乘近1个小时的快速公交来到

上班的地方——广州王老吉大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

在公司里，简妤蓁感受到同事对

自己的信任。“在这里，我得以真正去

执行项目，感到能力被激活了。”她说。

简妤蓁的同学黄堉茹也有同样

感受。两人是从中学就相识的好朋

友，都就读于世新大学，今年相约一

道来广州实习，并在同一家公司。

黄堉茹说，印象最深的是刚实习

不久就参与到日本东京凉茶博物馆

的项目中。“我会跟高级别的领导一

起开会，负责在会后撰写计划书。”她

说，“虽然以前上学也写过计划书，但

那只是念给老师听听，而在这里写的

计划书会真金白银付诸执行。”

“主管帮我来来回回修改的文

案，我都用心留着，它们是我积累的

宝贵经验。”简妤蓁说。

追寻蒸蒸日上的趋势

在世新大学新闻学系就读的

刘文治发现，身边选择到内地发展的

人越来越多，这让他萌生了前来一探

究竟的念头。7月初，他如愿来到广

州开始实习生涯。

“我上高中前，父亲一直在哈尔

滨和上海经商。”刘文治说，他还有一

个年长4岁的姐姐，目前也在上海工

作，“这次想亲眼看看这里的环境，了

解为什么爸爸和姐姐会选择到内地

发展”。

刘文治是世新大学棒球队的成

员。他说，近来内地的棒球教育发展

迅速，许多棒球队的学长毕业后来到

内地当教练，“薪资和职业前景都很

不错”。

目前，刘文治在广州的创业孵化

平台众创五号空间从事运营助理的

实习工作。他说，对于自己将来的发

展，家人在工作地点上持开放心态，

“台湾和内地都是选项，事业有成最

重要”。

收获地地道道的经验

20岁的林子尧是第一次长时间

出远门。今年夏天，就读于铭传大学

的他决心要看更大的世界，就和上百

位台湾青年一起来到广州。

“我也可以待在台湾快乐过暑

假，但如果这样过完两个月，会觉得

什么事都没有做。”林子尧说，“所以

下定决心要来，因为我以后就业也可

能来这边。”

林子尧也在众创五号空间从事

运营助理，就读于公共事务学系的他

希望在实习中学习招商引资、双创政

策申报等领域的经验。

广州自今年6月起正式施行《发

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

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全方

面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其中提

出在广州发展的台湾青年享受同等

待遇。

近年来，广州引进台湾青创项目

和团队近50个，提供台湾青年实习

就业岗位1000多个，在穗台资企业

累计3300多家，为大湾区建设增添

更多台湾元素。

“当我们回顾这次实习经历，大

家都说有幸踏出了这一步。”简妤蓁

说，“这里遇到的人和事，已经在我们

心中留下了太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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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弘毅

日前，20位完成中医学副学士课程的香港青年

学生来到位于广州番禺区的祈福医院，各自进入不

同的科室岗位，开始为期1个多月的暑期实习。

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自香港大学附属学院，

是该校2年制中医学副学士课程的应届毕业生。副学

士课程类似于内地的大专教育。对于这些青年学生

而言，来广州的医院实习是一次专业能力的考验。

他们当中许多人已报考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本

科专业，升本科将是他们实现职业理想的重要一步。

6月起，广州施行大湾区首个支持港澳青年发展

的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发挥广州高等教育资源密集

优势，争取国家支持率先开展与港澳高校大专（副

学位）学历互认试点”，并推动港澳专业人才在穗

便利执业，在穗就业的港澳青年同等享受各类就

业补贴。目前，暨南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所

广州高校接受香港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学生申请本

科专业。

“虽然还在等待大学的录取结果，但我有信心。”

参加实习活动的杨泽富说，“来广州读书，就必须更

加努力。”

杨泽富和他的同学参加的是“祈福集团·新时代

青年创智发展计划之2019京穗港台大学生交流”活

动，共有100多位来自北京、广州、香港、台湾的大学

生来到广州番禺，进入祈福集团旗下各机构开展暑

期实习，体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对于20位到祈福医院的香港中医学子而言，他

们希望借暑期实习的机会提前体验内地生活，为今

后在广州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

祈福医院位于番禺的祈福新邨，这是一个拥有

约20万人口的大型社区，其中约3万居民来自香港，

有的是置业于此的家庭，有的是在当地养老的长者。

“就医的居民讲着熟悉的粤语，本地饮食也是合

口味的广东菜。”在医院皮肤科实习的陈泳潼说，对

于中医来说，地道的中药材也来自内地。

进入医院的实习岗位，意味着香港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要在广州医生的

指导下实践落地，同学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学校许多任课老师就是从广

州中医药大学请来的教授，我们同样都是广州老师教出来的。”目前在儿童

保健康复科实习的杨泽富说。

同样在儿童保健康复科实习的毛迪琨说，自己选择学中医的一个原

因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的外公就是中医医生，已在东莞开诊所行医多

年。”他说，期待能到广州读本科，今后也更方便到外公的诊所里帮忙。

在香港的中医学子看来，内地的中医职业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目前还没

有专门的中医医院，并且中西医分治，中医师不能开西药。”陈泳潼说，“但内地

的中医执业医师同时需要具备西医知识，治疗上也有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香港分别发挥中药质

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药检测中

心优势，与内地科研机构共同建立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推

进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

在5月16日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粤港双方将

“深化中医药领域合作”列为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

在祈福医院的实习将在8月结束，但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的20位同学

更愿意把这趟广州之行视作一个开始。“期待在9月开学时，我们都能如

愿升学再来广州。”杨泽富说。

本报讯 23岁的中国台湾女孩

林建君先后就读于台湾铭传大学和

英国利兹大学营销管理专业。这个

暑假，她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体验机

会，来到上海进入新再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当一名实习生。

“我对拥有近14亿人口的内地

市场充满好奇和憧憬。在这个巨大

的舞台上，业绩会被很多人看到，光

是想到这点就让我热血沸腾。”林建君

说，自己将把短短1个月的实习作

为试“水温”的过程，体验工作模式，

更尝试领略上海魅力。

“逐梦上海·2019台湾大学生

暑期实习计划”日前在上海启动。

包括林建君在内，19 位台湾学子

及 1位在台湾大学就读的香港学

生成为首批参与者。

这一计划由香港大中华会、汇

勤资本和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

会共同主办。香港大中华会于

2014年创立，旨在促进香港和两岸

青年开展交流。

经过主办方精心遴选，20位大

学生将分别进入电商平台“途虎养

车”和电梯智能监控技术企业新再

灵科技实习。

香港大中华会主席胡葆琳表

示，希望学子们珍惜在两家新经

济企业实习的机会，并在勤勉工作

之余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当你们

亲眼目睹上海的腾飞，亲身感受

到上海高速发展的趋势后，必将

从中发现更多精彩和更多机遇。”

胡葆琳说。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部长

杨流昌勉励台湾大学生“以梦为

马”，离开个人小天地，走进两岸大

舞台，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到祖国

内地逐梦追梦，筑梦圆梦。

近年来，经济稳健发展的内地

被众多台湾青年视为就业创业的重

要选项。作为现代化国际都市的上

海，也成为台湾学子“职场体验”的

热门地。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连续多年与台湾高校开展实习合

作项目，今年2月又安排6所台湾

高校的104位学生进入各大台企，

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上海静安

区连续4年举办“青年法律人才实

践基地”，先后接纳82位台湾优秀

学子进入各大律师事务所开展职业

实践。

实习时间不长，却改变了不少

台湾学子的人生道路。他们或留在

上海工作、创业，或进入内地高校继

续深造。

参与此次“逐梦上海”实习计划

的大学生们，也纷纷计划借这个难

得的机会考察内地的就业和生活环

境。“实习结束后，我会倾听自己‘内

心的声音’，决定在哪里开始自己的

职业生涯。”林建君说。

（潘 清）

上海成台湾学子“职场体验”热门地

“逐梦上海·台湾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