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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西南州興義市，
生活㠥這樣一位年屆六
旬的奇人：他叫李顯
明，不僅把玻璃、釘
子、活蛇直接塞進嘴巴

就吃，還將這些東西吞進腸
胃卻安然無恙。

李顯明說，小時候就特
別喜歡雜技、武術類的節
目，7歲正式踏上學藝之
路。當時拜師後學習的僅是一些
簡單的基本功及武術。到了17
歲，才開始嘗試㠥學習雜技知
識。「我第一次吃的是一根筷
子。」此後他便慢慢開始嘗試吃
釘子、玻璃等硬物。

為了讓喉管能更順利的「變
直」，李顯明從開始活吞泥鰍到黃
鱔，到後來的活蛇。多次吞食後，
李顯明擔心這些東西對自己的胃部
造成影響，但多次到醫院檢查後，
醫生都表示無恙。 ■金黔在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艷利 北京報道）26歲
的通化小伙唐新宇暫停了北京廣告公司的工作，
買了一匹馬在北京騎了幾天，吸引無數眼球後，
一路走向南京，要去參加江蘇衛視的《非誠勿
擾》。

從北京出發時天氣還很冷，他帶㠥帳篷、雨衣、睡
袋等，夜裡大多露宿。他的計劃是從北京到南京，目
的是去參加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

他騎馬出北京後，聯繫上了《非誠勿擾》節目組，
節目組說，到時候會拍他進城的過程，然後安排一期
讓他參加。他說這次他是真的想有一些收穫，除了旅
行的收穫，更想收穫一份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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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翁吃玻璃吞活蛇紅薯滯銷免費挖 1小時被搶光
張山是鄭州

鄉河灣生態農
業 園 的 負 責
人，他在黃河
灘 地 上 種 了

100多畝紅薯，大
部分沒賣出去。
他擔心下霜後紅
薯會爛在地裡，
想來想去，與其
爛在地裡，還不
如免費讓大家挖
回去吃了。他還
有個想法，就是大家在挖紅薯時，能夠順帶買一些附近農戶的蘿蔔、
白菜。然而，20萬斤紅薯1個小時就被挖光，連紅薯秧子都被裝車拉
走了，但蘿蔔、白菜一天也沒賣多少。 ■《河南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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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鬧市騎馬博關注
欲上《非誠勿擾》

■小伙騎馬走在鬧市區。 網上圖片

杜 連英老人的身份證顯示，老人出
生於1931年，住址是長清區張夏

鎮三尖台。雖是出來乞討，老人的衣服
還算乾淨，口袋裡有一疊紙張和卡片。
有些紙張是好心人幫老人寫的情況說明

（老人不識字），還有一張寫的是女兒張
仁美（化名）的電話。

老人介紹，她有三個兒子、一個女
兒。二兒子張仁家（化名）以前在建

築工地上打工，後來幹活胳膊斷
了，成了殘疾人。二兒子受傷後，
沒有經濟收入了，就把老家房子賣
了，老大老三一怒之下，把老人和
老二一起趕出了家門。

與殘兒相依為命
杜連英說：「和大兒子、三兒子關係

都不好。以前在法院打官司告大兒子張
仁富（化名）不養我，法院判決要出贍
養費，可是沒有執行。我被迫出來要

飯，要來的錢給二兒子買糧
食。」據了解，老人二兒子
住在山上的棚屋裡，杜連英
每隔五六天回去一趟，然後
就再回市區繼續乞討。

杜連英說：「我54歲丈夫去世，五年
後自己出來謀生。」68歲的時候，她經
好心人介紹，在南辛莊附近掃馬路，這
一掃就是八年。「八年裡，家裡從沒有
人來看過我。我的大兒子都有孫子了，
可是從來不認我這個奶奶。」

晚上在餐廳棲身
後來老人在洪樓附近幫一家單位看大

門，看了14個月大門，每個月工資300
塊，結賬的時候，一分錢的工資老闆都
沒給，還把她和行李鋪蓋全都拉到了黃
河北岸，「有乞討的看我老人家好欺
負，還把我的鋪蓋都搶走了。」

後來，老人就在濟南市區乞討。近半

年來，老人都在華聯廣場附近。白天的
時候她就在麥當勞東邊的天橋下乞討，
晚上就在餐廳二樓棲身。「餐廳的幾位
服務員對我挺好的，沒有趕我走。」老
人說，「以前在兒童醫院住了一段時
間，後來天氣冷了，餐廳裡有暖氣，我
就在這裡睡。」

老人乞討時，有好心人覺得她可憐，
把她送到濟南市救助站，可是住的時間
不長。老人說：「救助站裡有一些精神
不太正常的，我在那裡經常受欺負，住
不下去。」

現在老人的願望就是能夠在兒女家有
一間小屋子住，只要能夠保證基本的生
活就可以。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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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顯明拿的這根燈管大約有一米多長，

他把燈管放進嘴裡大口嚼起來。網上圖片

■20萬斤紅薯1個小時就被挖光，連紅薯秧子都

被裝車拉走了。 網上圖片

■11月27日，煙霧瀰漫的江西婺源石城宛如仙境。當日早晨，江西婺源石

城雨後放晴，粉牆黛瓦的古民居在煙霧瀰漫中若隱若現，與傲霜紅楓交相

輝映，構成一幅美不勝收的風景畫，令人流連忘返。 中新社

古居雨後若仙境

■好心人幫老太太買了漢堡包，並與她交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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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文學院院長 靠創意「打通」文科

四成學生焦慮 六成感困擾 兩成失眠抑鬱
升大怕揀錯科城大留200額「轉車」

IVE生「學做老闆」
向遊客推銷「練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專業教
育學院(IVE)工商管理學系昨日宣布，與貿易發展局及香港
小輪集團旗下的「洋紫荊維港遊」合作推出「我要做老闆」
實習項目，由學生組成團隊親自策劃營銷方案，向遊客銷
售具本土特色的紀念品，讓他們吸取營商經驗。為鼓勵學
生投入活動，盈利扣除成本後將全數給予學生，而盈利最
高的隊伍更有望奪得獎學金。IVE工管系系主任楊東明笑
言，學生反應踴躍，排期參加的隊伍「已排到明年6月」，
現正準備擴充合作團體，讓學生一嚐「老闆」滋味。　

職訓局工商管理學系學術總監祁志純、貿發局製造業拓
展總監周瑞鹿生及香港小輪集團總經理何志盛，昨日出席宣
布儀式並簽署合作備忘錄。今次項目惠及250名IVE工商管
理學系學生，各人可自由組隊參加，每組6人，銷售期為9
天。

隊伍計劃好營銷方案後，可接受為期2天的銷售和英語
培訓；完成後向貿發局取貨，可推銷的貨品包括富有香港
特色的書籤、證件套及相架等，然後團隊會在北角碼頭附
近又或登船向遊客推銷貨品。「我要做老闆」在本月初已
率先展開，2組學生純利合共逾1.2萬元，楊東明認為成績
理想。其中有份參與的學生羅樂怡笑言，他們會向不同顧
客「投其所好」，針對帶㠥小朋友的家長，「我們會帶顏
色鮮艷繽紛的3D立體書籤先去吸引子女，之後他們便會嚷
㠥要買，通常父母都會首肯；老人家我們就介紹頸枕」。

與韓客齊跳騎馬舞增溝通
另一名學生李煥妍表示，試過向韓國旅客推介產品時，

對方興之所至大跳近來熱爆全球的「江南Style」，他們亦
跟㠥一起跳，「最後雖然沒有交易，但也與他們建立了良
好的關係，是練習與顧客溝通的好機會」。兩人又指，今
次實習最大得益是鍛煉了更強壯的心理質素，「第一天開
工時，一天只賺200元，我們即時商討對策、分工合作，
最終在最後一天賺了2,000元，很有成功感！」

有關調查由城大與香港青年協會M21
媒體輔導中心，於本月以電話訪問

及網上問卷形式進行，大會訪問了574名
中四至中六的學生，詢問他們如何規劃人
生、對大學選科有何疑慮、對大學收生的
要求及規定等有多少認識，以了解他們的
想法。

近八成對未來人生無方向
結果發現，雖然八成半受訪學生都認為

大學選科對未來事業規劃有重要影響，但
逾六成高中生對大學選科感到模糊，更有
七成學生不了解香港共有多少院校以學院
制收生；逾七成人最擔憂的事就是選錯
科，逾半人憂慮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應付課
程要求。調查亦顯示，近八成學生對未來
人生沒有具體方向。另一方面，逾六成學
生亦因為大學選科感到「困擾」或「非常
困擾」，甚至有近四成學生感到焦慮，約

兩成學生難以入睡或感到抑鬱。

學生應檢視自己能力興趣
青協M21媒體輔導中心督導主任余艷芳

表示，雖然高中生面對人生與事業規劃
時，有擔心亦很正常，但感到困擾的學生
為數不少，情況亦值得關注。今年9月至
11月致電青協尋求協助的學生，由去年同
期的377宗增加至403宗。她建議學生應多
了解學科的教學內容及要求，並同時檢視
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城大招生處處長鄭鄺
潔貞表示，了解到新高中生年紀尚輕，不
少中學生起初並不明瞭自己的興趣和目
標，對選科充滿困惑和擔憂，該校的學院
制收生辦法，可讓學生在大學首年發掘自
己的興趣，然後作出有依據的選擇。

此外，鄭鄺潔貞亦介紹到，該校提供約
200個轉學院名額，讓學生有機會轉讀其
他學院的主修專業。200個名額將平均分

配到7個學院，即每個學院有約1成名額供
學生「轉車」。至於大多數學生在選擇主
修專業時，學習表現最佳的20%學生可自
由選擇主修，其他學生則按意願、成績及
學院要求作分配。

城大商學院則會延至第二年的下學期才
要求學生選定主修科，該學院的助理院長
譚桂常表示，因為商學院有12個主修課
程，希望學生所有主修都有所嘗試後，才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一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見香港家長
看淡文科生出路、大學教育流於單調，浸大新任文
學院院長羅德恪（Douglas Robinson）決定以實際行
為去改變現狀，希望建立出具創意的文學院教育，
目標是在3年任期內，專注全人教育、培養研究文
化，並開展「打通計劃」，擊破思維界限，邀請各個
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從而啟發學生的新思維。

社會不重視文科 觀念落後
面對香港社會不重視文科的風氣，羅德恪認為這

是社會觀念落後所致，「家長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
年至15年前，依然覺得子女要讀商業、法律，他們
又以為一定要讀港大、中大，他們或者不覺得一科
創意寫作對子女有多大作用，但現實是現在無論廣

告界或商界，都必須學會如何『說故事』，如何表達
訊息及與人溝通，這些浸大文學院一定有教」。

溝通的前題是語言能力，英文系出身的羅德恪認
為，港生的英語仍有不足之處，「香港學生的英
語，大致而言足以應付學習，但不足以讓他們身處
於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如此中西交匯的
城市，如果他們想要成功的話，要再學好英語和普
通話」。集多種語言於一身的羅德恪亦道出學習外語
的一大「貼士」，「就是去結識外國朋友，多與他們
說話聊天。學英語不是多上一些課就可以的，最重
要還是多說，學英語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

為了令教學更加生動及互動，羅德恪打算引入更
多創意元素，包括舉辦工作坊、研究教學方法等。
他亦打算為學院培養研究文化，鼓勵學者在研究上

合力工作，互相交流意
見，「我主要是要做好
協調工作，讓他們可以
專 注 在 教 學 及 研 究
上」。

目前他正在開展預計
為 期 4 年 的 「 打 通 計
劃」，例如以「食物」
為主題，邀請不同的學者就議題發表想法，打通思
維的界限，「例如從中醫的角度看食物，生物學的
角度看食物，文學的角度如何形容味道，希望在討
論的過程中產生創意的想法。」計劃還希望邀請世
界各地的頂尖講者來港分享，最後一年則總結所有
得㠥，目前他正就有關計劃向學校申請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

陽文倩) 幾乎所有高中生

都會面對大學選科的煩

惱，一項調查發現，逾六

成高中生對大學選科感到

模糊，不知道哪一科最適

合自己，更有約四成人為

此感到焦慮，擔心因為選

錯科系而浪費時間。有見

及此，城大預留了約200

個轉院名額，即每個學院

約一成名額，讓學生有第

二次機會轉入自己適合的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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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鄺潔貞

（中）指，該

校提供200

轉 學 院 名

額，讓學生

轉系。

歐陽文倩

攝

■ 羅 德 恪 很 喜 歡 學 習 語

言。 歐陽文倩 攝

■ 「 我 要

做 老 闆 」

由IVE、貿

發 局 及 香

港 小 輪 集

團合辦。

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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