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漢語橋—美國高中生夏令營」開營
儀式18日在河南登封鹿鳴山莊舉行，本屆夏
令營的主題是「快樂武術學漢語」，旨在增
進美國青少年對中國語言文化的了解，鼓勵
他們學習漢語課程，加強中美之間的交流。
據悉，此次活動為期十天，逾百名來自美

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的美國師生參加
此次夏令營。這已是嵩山少林武術職業學院

第九年承辦漢語橋夏令營活動。

中國武術受追捧
第一次來到中國的美國學生Frances，中文

名俏俏，她告訴記者，在美國他們通過漢語機
構學習中文，她最感興趣的傳統文化是中國功
夫。與以往在電視上看到的不同，這次他們親
身感受了真正的中國功夫，覺得非常興奮。她
已經交到了中國朋友，希望和中國同學一起學
習。Frances還將學校的吉祥物放在「西方聖
人」佛堂前合照。
「本次夏令營分兩個部分，前五天是一名中
方學生和兩名外方學生為一個小組，在一起生
活，學習漢語、武術；後五天採取寄宿式，外
方學生在中方學生的家裡同吃同住。」鄭州四
十七中的老師告訴記者，「其實美國學生都可
以說漢語，但是有一些害羞，不敢去交流。」

■記者高攀，實習記者任皛河南報道

記者近日從重慶巫山縣獲悉，當地「圈地造墓」風
氣嚴重，村鎮內豪華墓、家族墓、活人墓隨處可見，
數千畝的耕地、林地因建造墳墓被摧毀殆盡。
在巫山縣巫峽鎮石裡村，一進村就能看到一片耕

地被白色的圍牆圍了起來，裡面有兩三座已經建好
的墳墓，還有幾座用紅磚建造的拱形建築。據當地
村民介紹，這些拱形建築就是「活人墓」。人還沒
死先將墓地選好，到去世後建造墓碑。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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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人騎車千里

美逾百學生抵豫
學漢語練功夫

7月20日，在安徽滁州天長東路與建設路交叉路口有
一條「奇葩」斑馬線，這條斑馬線的兩端竟然直接被路
邊護欄擋住，如果路人沿着斑馬線過馬路，則需要翻越
護欄才能行走，給過往市民造成不便。附近居民表示疑
惑，不知道有關部門為何這樣設計。 ■文 /圖：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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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山區現神秘四川山區現神秘「「犇犇」」字圖案字圖案

據悉，雲南昆明
新知集團的南非約
翰內斯堡華文書局
日前在非洲開業。
新知集團的南非約
翰內斯堡書局，是
新知集團繼柬埔
寨、老撾、馬來西
亞、緬甸、斯里蘭
卡、泰國、尼泊爾
後，開設的第八個國際連鎖華文書局。
昆明新知集團有限公司，作為目前內地規模最大的民營實體連鎖

書店，在雲南、四川、貴州、湖南，柬埔寨金邊、老撾萬象、馬來
西亞吉隆坡、緬甸曼德勒、斯里蘭卡科倫坡、泰國清邁、尼泊爾加
德滿都、南非約翰內斯堡共有75個連鎖書店。■記者霍蓉昆明報道

四川邛崍馬坪村一
塊約5平方公里的山
脊上，三塊由植物組
成的巨型神秘圖案被
當地居民發現。圖案
是天然形成，還是人
工製造，原因成謎。
據了解，家住邛崍

的高叔先是一名攝影
愛好者，今年7月他
通過衛星地圖查看當
地地形，發現神秘圖

案整體呈西北向東南方向分佈，在大面積的淺綠植物中，「犇」字
形和人形脈絡與周圍植物大相逕庭。通過測距發現，神秘圖案中間
部分面積最大，東南部分圖案最小，長寬約100米，像是手牽手的兩
個人，沿山頂向山腳分佈。 ■記者李兵，實習生宗露寧綜合報道

「奇葩」斑馬線

重慶巫山千畝農田重慶巫山千畝農田「「變身變身」」墓地墓地

雲南最大民營書店非洲開業雲南最大民營書店非洲開業

■新知集團南非約翰內斯堡華文書局開業
典禮。 本報雲南傳真

■山區神秘「犇」字形圖案。 本報四川傳真

■重慶巫山的「活人墓」。 本報重慶傳真

本月16日，丸山嚴一行三人從哈爾濱
騎車出發，終點站是葫蘆島市，計劃

騎行路線為哈爾濱、扶余、德惠、長春、
公主嶺、四平、開原、鐵嶺、瀋陽、遼中
縣、盤錦、錦州、葫蘆島。總里程預計970
公里，他期望在沿途尋到中國恩人。

在哈爾濱尋到老鄰居
丸山嚴1935年出生在哈爾濱，父親是當

時一高官秘書，母親是家庭主婦，全家人
生活在分部街。丸山嚴回憶說，日本戰敗
後被遣返回國前，日本人在哈爾濱生活得
非常艱難。「但這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造
成的。」丸山嚴說，他記得，在分部街時
有一個叫柳承江(音譯)的中國人，年齡與
他相仿，經常接濟他的生活。「中國人以
德報怨。」丸山嚴說：「中國人真是太善

良了。」尋找恩人的想法一直縈繞在丸山
嚴的腦海裡。丸山嚴和兩名日本騎行愛好
者在來到哈爾濱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尋找
中國恩人柳承江。雖然還沒有找到中國恩
人，但在哈爾濱的四天裡，丸山嚴找到了
當時在分部街的一位朱姓鄰居，這位鄰居
也已年過八旬。

中日交流要靠年輕一代
「我們這代人已經快退出歷史舞台，中

日的交流要靠年輕人一代。」此次東北之
行，丸山嚴一行三人還去了吉林大學，與
該校日語系學生進行了交流。當被問到日
本民眾對安倍政府有什麼看法時，丸山嚴
回答道：「作為普通的日本人，我個人的
觀點是和安倍完全不同的。我相信還有很
多日本人和我的觀點相同，這也說明了日
本普通民眾是熱愛和平的。」

80歲的日本人丸山嚴幼時在黑龍江哈爾濱出生長

大，當時生活艱難，有位中國人經常接濟他的生

活。1946年日本戰敗後的次年，他隨父母先從哈爾

濱到遼寧葫蘆島，再坐船回到日本。在日本戰敗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丸山嚴與兩名

日本朋友近日來到哈爾濱，尋找當年的恩人。同

時，反思戰爭，呼籲和平，盼望兩國青年多多交

流，增進感情。 ■《新文化報》

■■丸山嚴來到吉大與學丸山嚴來到吉大與學
生們交流生們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尋尋中國恩人中國恩人

■美國學生聽中國志願者講解少林寺的歷
史。 任皛攝

每年7月是畢業季，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
因無工作經驗被企業拒絕。因此，鄧建波認
為，大學生通過兼職獲取工作經驗，學會與
人溝通的技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很反對大家用『勤工儉學』來形容大
學生兼職，讓人感覺只有窮學生才需要兼
職。事實上無論是在香港還是歐美國家，大
學生兼職都是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和工作能
力的歷練機會，為將來走上社會做鋪墊。然
而，到現在，大學校園裡兼職部門還掛着
『勤工儉學部』的牌子。」
鄧建波說：「我們每周有一個精英訓練營，每期10人，進

行免費的職場培訓，鍛煉他們的溝通技巧，每期訓練營都有
幾百人報名面試。這既對學生有所提高，也豐富了我們的精
英數據庫。」

鄧建波也承認，目前網站上提供的兼
職崗位主要還是以櫃枱服務為主。「現
在大學生兼職早已不為賺錢，而是想學
東西。所以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提升
兼職的專業技能。就像現在我們有一個
UBM（全球最大育嬰童展會舉辦商）的
兼職，雖然薪水比一般的兼職低30%，
但很受大學生歡迎。」
此外，鄧建波認為，在兼職與全職

中，中國的實習市場一直被忽略。「中
國很多大學生都是大四下半學期才開始

實習，實習兩三個月就入職，也沒法多做選擇。我們明年將
推出實習品牌，請大學生在大三就開始實習，幾個月換一家
公司，多實習幾個崗位，這樣對未來的工作方向能有一個更
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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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信息平台 對大學生免費 向企業收費

雖然大學畢業才兩年，「90後」的鄧建波儼然已是創業元老，經歷兩次創業失敗，

欠了一屁股債的他在2013年 7月創建了內地首個免費為大學生提供兼職服務的平台

「青團社」，目前已積累3,000家優質企業用戶和12萬學生用戶，日均交易超過5,000

單。在鄧建波看來，現在大學生就業難主要體現在眼高手低，又沒有工作經驗，而兼

職則是最好的社會歷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慧眼掘金兼職市場浙浙
「「
9090
後後
」」 鄧建波坦言：「中國學生平均每周兼

職2小時，美國學生是20小時，哪
怕僅僅按照2小時計算，3,500萬大學生就
是一個5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市
場，然而，眼下所有校園兼職創業團隊加
起來覆蓋的市場份額，佔不到總量的
5%。」他還補充：「這是一個新興的風
口，目前雖沒有大鱷進入，但角逐廝殺會
在2016年開始。」
鄧建波是浙江桐廬人，2009年考入了

浙江工業大學，家境條件一般的他不想
靠父母給生活費，所以從大一開始他就
到處兼職，還拉着同學一起創業。
「第一次創業是創建了一個校園外賣

網站，有點像現在的淘點點、美團，就
是學生們在網站下單，我和幾個合夥人
接單後去外面的餐館買好送過去，每次
賺2元外賣費。」但一直拉不到贊助，
沒錢做推廣，這個非常原始的外賣網站
很快就偃旗息鼓。
他很快又找到了第二個創業點：學校

附近有很多餐館，平均每間餐館有5張
餐桌，如果能代理桌牌廣告會很有市
場。「當時還沒有智能手機，學生等餐
時會關注桌牌，再加上學校附近的餐桌
翻桌率很快，所以推廣效果好。」向50
多個同學借錢後，他興沖沖地去找商家
談合作。然而商家嫌宣傳面太小而拒
絕，鄧建波這次不僅失敗，還欠了一屁
股債。

打工還債抓住商機
雖然創業心不死，但鄧建波沒錢折騰

了。2012年，具備連續創業經驗的他加
入「兼職地帶」，成為浙江工業大學的
會員招募負責人。「兼職地帶」是一家

大學生兼職機構，每位學生交150元成
為會員，就能得到招聘兼職的企業信
息。在一個月的時間裡，鄧建波讓30%
的浙工大學生成為會員，創下「兼職地
帶」的招募紀錄，並被總部升為浙江省
負責人。
「雖然在那裡打工的本意是為了還

債，但隨着工作的深入，我發現大學
生兼職是一股潮流，而傳統中介的溝
通方式過於低效。」鄧建波向總部提
出，建立一個互聯網平台，對學生免
費，來拓展學生用戶，再反過來向企
業收費，以提供更好的服務。但提議
被總部否決，於是已還清債務的鄧建
波決定再次創業，拉上幾位合夥人，
創立了「青團社」。

創業初期只拿底薪
「公司創立於2013年7月，2015年

2月才拿到第一筆投資，這中間一年半
裡，團隊6位創始人每月只拿1,500元
的底薪。」鄧建波坦言，作為一家兼
職平台，青團社也遇到過商家賴賬的
情況。「記得一次『印象西湖』的表
演，要請70位大學生，我們組織了人
過去，最後因為一些細節上的矛盾，
對方拒絕付款。也有人建議我們帶着
大學生在『印象西湖』的舞台入口拉
橫幅抗議，但仔細想想，這樣對那些
學生不好，最後我們花錢付清學生的
費用。」
如今兩年過去，不論是商家還是學
生，青團社都保持了良好的品質和聲
譽，宜家、肯德基、麥當勞、哈根達斯
等多家跨國企業，都選擇青團社作為獨
家的兼職代理平台。

兼職不等於勤工儉學 明年將推實習品牌

■精英訓練營為學生提供免費職業培訓。
本報浙江傳真

■■年輕的創業團隊年輕的創業團隊。。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鄧建波鄧建波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