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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北上福建圓西醫夢
立志「治病醫人」不忘初衷方得始終

作為實習醫生職業生涯的首次手術觀摩，洪朝翔
接觸的是一場分娩手術。「手術的過程有點血

腥，但是看着主任和老師麻利幹練的手法，我真佩服
得五體投地。」在醫院輪換科室實習中，洪朝翔不大
喜歡去外科，笑言「因為比較累，有時一場手術就要
站十幾個小時，需要耗費很多體力。」

鍾愛神經內科
他還稱，平時喜歡看推理小說，所以更喜歡神經
內科，「比較有意思，很多疾病症狀類似推理小說，
需要邏輯性比較強。」
當向記者提及他在醫院小兒血液科實習的經歷
時，洪朝翔的聲音突然低沉下來，那短暫的兩周讓他
「永生難忘」，至今仍然覺得像做夢一樣。洪朝翔
「管床」期間認識了兩個患上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
孩子，他親眼目睹孩子們接受治療的痛苦。看到孩子
們手臂上滿滿的針眼，洪朝翔很是心疼，每天像大哥
哥一般去病房鼓勵他們是他必做的功課之一，「那時
簡單的願望就是希望小朋友們能夠好起來，和正常的
孩子一樣可以上學。」
因為病情惡化，兩個孩子突然意識喪失接連離世
的事實，讓他猝不及防。「昨天還在有說有笑地和我

打招呼，還是那麼燦爛的笑臉，突然就離開了我
們。」真正的生離死別發生在洪朝翔的跟前，他覺得
無力到不知所措。遠在異地求學，洪朝翔原本很少給
家裡打電話，如今隔三差五就要陪父母聊天。「因為
醫院裡病人給我的觸動和反思真是太多了，悲歡離合
之後更懂得珍惜和表達吧。」洪朝翔如是說。

備考內地研究生
洪朝翔白天實習，晚上窩在宿舍認真讀書，準備

今年內地的研究生考試。「之前我有考慮過考北上
廣的研究生，後來還是決定考回本校。因為香港醫
師職業資格考試對考生要求較寬鬆，我不想多花時
間在應試教育上，學習臨床醫學的整體思路更為重
要。」
等今年5月實習期結束後，洪朝翔準備考內地的西

醫臨床職業醫師證書，將來研究生畢業後回港考香港
西醫執業資格證書。但洪朝翔亦承認，因為自己英語
不好，回港考試過關的幾率不大，但他亦會考慮轉行
到相關行業，比如生物老師等等。雖然對未來就業迷
惘過，但洪朝翔始終相信「多游去不同的地方看看，
池裡不僅有大魚（激烈競爭），某些地方還有珊
瑚」，睜開雙眼，有自信，勇拚搏，不愁沒機遇。

在福建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2010級港生洪朝翔看來，他北上學醫的初衷就是「治病醫

人」簡單四字。四年大學的臨床理論學習後，2014年6月，洪朝翔進入福州協和醫院，

開始為期近一年的臨床實踐實習。如今，每天，洪朝翔重複着查房、帶病人做檢查，上

台輔助手術等縝密而繁瑣的實習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忘初衷、方得始終，很累

卻很充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去年1月初，香港特首梁振英率團訪問福建，洪朝翔（左二）作為福建醫科大學港生代表出席。 受訪者供圖

當問及洪朝翔在內地學習生活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時，他告訴本報記者，福州讓他有受尊重的感覺，他
越來越捨不得離開這裡。

親睹特首到訪至今難忘
洪朝翔回憶起2010年入學時的第一次新生會議，他
和其他院系的港生一起被校方安排坐在教室第一排的
位置，讓普通話不大好的朝翔彼時感覺「很貼心」。

因為是臨床醫學系2010級唯一的港生，洪
朝翔笑言，「這個身份在老師和同學眼裡
蠻稀奇的」，但是卻不妨礙他和內地同學
溝通交流。「很多同學都熱情邀請我和他
們一起參加團體活動，老師亦很關心我的
生活起居。」
在和記者聊天的過程中，洪朝翔屢次提

及「港生在福州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是
『寵愛』」。2014年1月初，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率團訪問福建，洪朝
翔作為福建醫科大學港生代表亦參加了當
日福州的交流活動。活動期間，梁振英先
生專程到會場香港學生座席當中與同學們
親切交談。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特首的情
景，直至今日，洪朝翔語音之中仍帶着幾
分激動。「印象最深的是特首經常掛在臉

上的微笑和親切平易的眼神，特首亦鼓勵我們多和內
地學生交流溝通。」
雖然在內地，但特區政府無微不至的關心讓洪朝翔

暖意盈懷。洪朝翔在香港特區政府駐福建聯絡處組織
的在榕港生交流會上認識了不少港生，並結下深厚友
誼。洪朝翔表示，相識新同學是人生的緣分，赴福州
共同求學的經歷對於大家而言都將會是一珍貴的財
富。

深受尊重寵愛 捨不得離開

對於別人給他貼上的「文藝男青年」標籤，洪朝翔欣
然接受。在他眼中，感受到生活的細微、熱愛生活的年
輕人都可以叫做文藝青年。
大一時，洪朝翔喜歡上吉他，喜歡和一群志同道合的

人一起彈唱，很享受這種氛圍。於是，他加入學校吉他
學會，閒暇時間再去校外參加教學培訓班。功夫不負有
心人，如今，能夠彈一手漂亮吉他的洪朝翔，不僅成為

院系文藝活動的骨幹，亦可以讓自己偶爾在空
虛寂寞時得到些許慰藉。

主動改變心態適應環境
洪朝翔非常喜歡福州的天氣，「很nice。」

他笑言，「估計是愛上這個城市才學會適應這
裡的天氣。」剛開學時洪朝翔的父母經常飛過
來看他，擔心他不適應福州的生活及教育環
境。洪朝翔反過來安慰他的父母，「不是要讓
環境來適應自己，而是改變自己心態去適應環
境。」想念親人時便用網上視頻溝通，「思念
的感覺便會減退許多，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
的世界關起來。」
「這裡相比香港，生活節奏要慢，我現在就
挺享受這種慢生活。」福州三坊七巷、西湖、
鼓山、馬尾船政博物館……洪朝翔對福州景點
如數家珍，四年的城市生活已在他心底刻下無

法磨滅的烙印。在節假日，洪朝翔時常拿起相機，遊走
於福州的大街小巷，探尋城市古跡及其背後那些有韻味
的故事。
赴福州後亦遇到不少挫折，比如偶爾成績未如理想。

但回望過去，洪朝翔總結說：「雖然前途仍未明確，但
也要嘗試打開心扉，擁抱每一樣新事物，即使我現在還
要努力適應。」

「文藝男青年」享受慢生活

■師生上完外科操作課程後一起聚餐。 受訪者供圖 ■洪朝翔喜歡音樂，尤其是Beyond的，還喜歡彈吉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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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一
千多年前我的祖先從阿
拉伯國家沿着『絲路』
造訪泉州，而後定居泉
州，落地生根。而現
在，作為阿拉伯後裔，
我又沿着祖先的貿易足
跡，把貿易做回去。」
福建晉江旅港同胞、斯
蘭集團董事長丁宗寅近
日在福建泉州參加「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
研討會」接受記者採訪
時如是說。

創眾多知名品牌
丁宗寅說，祖先涉洋

跨海的拚搏精神與泉州人愛拚敢贏精神融為一體，正因為繼承
祖先的這種基因，丁氏後代們得以從中借鑒、學習、傳承，泉
州企業尤其是丁氏家族均有建樹，創造的知名品牌不勝枚舉。
包括在港上市企業安踏體育、特步中國、361度等掌門人均是
阿拉伯後裔。
在香港與內地間奔忙着自家事業的丁宗寅告訴記者，斯蘭集

團90年代初開始做貿易，1993年，聯合國參觀團來到泉州，
尋找做國際貿易、具有一定規模的阿拉伯後裔，而他的特殊身
份恰好契合，參觀團就來到斯蘭集團，一起種下世界友誼之
樹，跟阿拉伯的因緣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身份帶來「福利」
據丁宗寅介紹，與中東國家的石油產品貿易是集團經營的一

項重要內容，而其阿拉伯後裔的身份也給了斯蘭集團更多商貿
「福利」。
對於現在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丁宗寅充滿信

心。他說，世界各國攜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
企業，尤其是外向型企業發展的大好機遇，藉助新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斯蘭正在重新確立發展藍圖，即以斯蘭供應
鏈為主業，物流服務、金融服務為兩翼，建立服務於千家
萬戶實體企業的服貿平台，目的是讓所有貿易業、製造業
一起共同打造新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商貿服務，引進國外
先進科技，促進傳統產品升級換代，更好將泉州產品銷往
國際市場。

雲南創新機制 高薪引港才

■香港是雲南第一大外資來源地和引進海外人才重點地區。圖為在香港舉行的滇港投資合作座談會現場。 倪婷 攝

■丁宗寅接受記者採訪。
黃瑤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婷 昆明報道）雲南
省《關於創新體制機制加強人才工作的意見》
實施一年來，採用高薪聘用、科技補貼、工作
資助、生活資助等方式重金引進海外人才，最
高科技經費補助達500萬元。作為雲南第一大外
資來源地，香港成為了引進海外人才的重點地
區。

招商引資打造五領域
雲南省打造五個萬億元「大產業」的思路，大

生物、大能源、大旅遊、大製造、大服務將成為
引進海外人才的重點領域。而圍繞符合雲南產業
發展規劃的特色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以
招商引資為抓手，面向境外、省外開展招商引才
工作，採取高薪聘用、股權激勵、兼職兼薪、特
聘顧問等方式，重點引進一批科研人才、管理人
才，以及其他懂經營、會管理、有專長的複合

型、實用型人才，助推全省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
升級。每年計劃從海內外重點引進10名左右人
才，並簽訂5年以上引進協議。對符合列入「雲
嶺學者」「雲嶺產業技術領軍人才」「雲嶺首席
技師」的重點培養；對符合《雲南省支持高層次
科技人才（團隊）創業實施辦法》獎勵對象的，
在引進人才和用人單位通過立項獲得200至500
萬元的項目支持後，由用人單位提供配套經費，
並一次性享受100萬元生活補助。目前，雲南已
引進高端科技人才81人，資助經費達2.1億元，
帶動用人單位配套經費4.4億元。
長期以來，滇港兩地經貿往來頻繁，香港一直

是雲南外資的主要來源地和面向海外招商引資的
重要窗口。據統計，從1984年至今，港資進入
雲南投資累計達65億，佔雲南省引進外資比例
的85%。2014年1月至6月，香港到位外資逾9.2
億美元，佔雲南省到位外資的79.2%。

推購房生活補貼
除科技和項目補助外，為解決高層次人才的後

顧之憂，雲南省還推出購房補貼和特殊生活補貼
的辦法。
對雲南省機關企事業單位或民營企業從外省

（市、區）引進符合申報條件並達到評審認定條
件之一的高層次人才，且在引進3年內成績突
出，政府將給予購房補貼和工作經費資助。
此外，對於在滇工作的「兩院」院士和在崗的

符合條件的各類高層次人才享受特殊生活補貼，
如在滇工作的「兩院」院士每人每年享受20萬
元生活補貼等。
為引進優秀海外人才，雲南發揮「不拘一格」

的精神：規定對從海外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可不
受學歷、資歷和年度評審計劃的限制，直接考核
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