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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新計劃 吸專才take two濟世
港大醫學院昨日舉行傳媒茶敘。梁卓偉指出，

近年學院收到個別其他學科的大學生或已畢業的
在職人士循非聯招申請。有感不少年輕人因升學
時不清楚職業志向或其他原因而「選錯科」，學
院計劃明年正式推出「毅行醫路」計劃，鼓勵他
們明年報讀，「讓一班有毅力重行醫路、有『仁
心』的學生有take two（第二次機會）」。
他表示，報讀計劃人士不限年齡，名額則要視

乎每年申請人數，但不會超過非聯招醫科學額
（即醫科總學額25%，以2016年計約59個）。學
院會深入了解申請者背景，經篩選再進行一整天
面試，全面從其言行舉止及性格等方面發掘合適
的學生入讀。

工程經管碩士 重投兒時志
港大醫科二年級生何恩浩，是其中一名成功take

two讀醫的人士。他擁有牛津工程經濟及管理碩士
學位，畢業後在年薪逾百萬元的投資銀行工作，
「錢途」本無可限量。兒時已立志行醫的他，長大
後因社會的競爭環境、時刻想贏在起跑線，遂改變
主意向商科發展，並投身投資銀行。不過，母親其
後不幸患癌，他經常陪伴進出醫院，對醫護人員的
無私貢獻及個人志向有所感悟及反思，「工作數
年，發覺或可賺很多錢，但卻無用盡自己的才能，
於是不斷思考可以為社會貢獻什麼呢？」
何恩浩於是毅然放棄高薪厚職，重新報考港大

醫科，對於要重新讀六年制課程坦言曾感掙扎，

「但讀醫的確更有意義，我並無後悔」，他又指
相信也有年輕人像自己般曾因不清楚職業志向而
「走錯路」，希望能鼓勵更多有志投身醫學界的
年輕人能「浪子回頭」。

受傷入院有體會 精算師轉行
另一醫科生、數年前於英國華威大學精算系畢

業的薛英傑則直言，年少時因不了解自己的志
向，遂按家人意見赴英讀精算，直至一次受傷住
院，體會到醫護人員對病人的貢獻而立志讀醫。
他曾報考港大醫學院四次，但都失敗而回，今年
終獲取錄。二人分享指，面試時考官問及與社會
或生活相關的問題如香港醫療制度、發現同學出
貓會否舉報等，提醒有意報讀的年輕人，需展示
出對醫科的興趣及其「仁心」。
另外，港大醫學院昨日舉行了本科入學資訊

日，校方指明年多個一年級課程會分別增加5個至
25個學額不等，包括多個醫護類課程如藥劑、牙
醫、醫科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生命

沒有「Take Two」。不過，如果你有

志 行 醫 拯 救 生 命 ， 醫 生 路 原 來 有

Second Chance。香港大學醫學院將推

出「毅行醫路（Second Chance）」計

劃。院長梁卓偉指，此舉旨在為對醫學

充滿熱誠、但求學歷程不順利或選錯科

者提供「第二次機會」，讓他們發揮志

向，造福社會。今年28歲牛津大學畢

業、原職投資銀行的何恩浩，因母親患

癌而心有感悟，毅然放棄逾百萬元年

薪，一年多前成功報考港大醫學院重拾

兒時的杏林夢，希望盡用自己的微小力

量行醫濟世。

牛津仔棄百萬年薪港大讀醫
因母患癌感悟決濟世 離投行踏「毅行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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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由國家教育部和香
港教育局聯合舉辦的「2015內地高等教育展」昨日起一
連兩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參展內地院校由去
年的78所增加至84所，來自廣西的院校更首次參與。
有透過「免試招生計劃」赴內地升學的港生分享指，計
劃讓他們能以較低門檻入讀心儀學科，而內地師資及教
育質素等也並不比香港遜色，有學生亦表明，內地經濟
及社會發展快速，正積極考慮畢業後留低工作幾年「儲
經驗」。
過去4年，有逾1.27萬名港生透過免試計劃報讀內地

院校，其中逾5,100人獲得錄取。昨日開始舉行的內地
高教展就介紹了2016年免試計劃的安排、參與院校及
學科資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分
別到場參觀。

推薦額獎學金增 招聘會助就業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在教育展開幕禮上致辭
時，提到明年免試計劃的多個「亮點」，包括院校數目
增加、涵蓋14省市及1個自治區、提供具特色課程等，

而其中的「校長推薦計劃」，每所香港中學的推薦名額
由3個增加到5個。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
任余彬則指，內地院校有為港生專設的獎學金，覆蓋率
達三成，另院校亦積極為港生拓展畢業出路，如舉辦港
生招聘會等。

黃同學：師資不亞港 音樂會「練膽」
透過首屆免試計劃到星海音樂學院升學、現為小提琴

專業四年級生的黃瑩表示，自己向來熱愛音樂，也學了
10年琴，但在香港專修樂器演奏，只能到演藝學院，
「該校小提琴方面一年只收一、兩個學生，不是人人可
以讀。」於是，她選擇升讀規模更大的星海音樂學院，
並發現該校師資不比香港遜色，「我們學校的老師大多
數都是海外留學回來，而且他們很負責任，每星期都會
給我們上專業課，每學期也會為學生安排音樂會，讓我
們累積上台經驗『練膽』。」

鄧同學：留內地發展積臨床經驗
今年透過免試計劃升讀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的鄧朗雯

則指，自己文憑試成績雖然尚可，並獲城市大學商科錄
取，但其心儀的中醫科門檻較高，故決定到內地升學。
不過，考慮到近年香港中醫人數增加，且暫時未有中醫
醫院，就業競爭激烈，故鄧朗雯擬於畢業後先留內地發
展，累積臨床經驗，再回香港考中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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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昨日現身內地高
教展，但卻出現於教育議題「抽錯水」情
況。他被記者問及對港生內地升學的意見
時，即宣稱教育局供有經濟需要學生申請的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對留港讀副學
位課程的學生不公平，因後者「沒有獲得資
助」。不過，該說法卻明顯與事實不符。

根據現行制度，無論內地升學或在本地讀
自資副學位課程，均可申請學資處的資助計
劃，通過入息審查者才可獲得資助。本報記
者即場指出葉建源的謬誤時，葉建源即改口
稱，內地升學港生獲得的是「資助」，而副
學位學生「大多數只獲借貸」而不獲「資
助」，故特區政府應「資助」副學位課程學
生。

不過，根據學資處資料，副學位學生如通
過家庭入息審查，均可獲學費及助學金「資
助」，而「借貸」則主要來自未有證明經濟
需要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可見「只
獲借貸」均屬未有通過入息審
查的申請人。「胡亂抽水」的
葉建源似乎並不了解相關制
度。 ■歐陽文倩

■■左起左起：：港大醫科生趙灝安港大醫科生趙灝安、、何何
恩浩及薛英傑恩浩及薛英傑。。 鄭伊莎鄭伊莎 攝攝

■大會分別安排鄧朗雯(右)、黃瑩(中)及2009年畢業於
清華大學的許源平，分享內地升學的經驗。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