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振豪
在學校期
間，了解
機械加工
生 產 過
程、培養
實踐動手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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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祖籍地是福州，爺爺奶奶在趙振豪很小的時候便
開始教他福州話，所以他很自豪地說自己會「四語」：
普通話、福州話、英語、粵語，在內地求學沒有語言溝
通的障礙。

雖然成長環境不同，但總會有興趣交集點，通過社團
等集體協作和交流，「有些溝通的隔閡更易被打破」。
在香港黃大仙博智小學就讀時，從三年級起趙振豪就報
名參加學校的田徑隊、籃球隊、乒乓球隊，熱愛運動的
愛好一直持續到現在。「我現在是福州大學工財系籃球
隊副隊長，打後衛的位置。」趙振豪自豪地表示，學校
每年一屆的籃球聯賽，在逾30個隊中，工財系籃球隊
去年的成績是前八強。「打籃球最重要的就是團隊精
神」。
從北上的「人生路不熟」到現在的「輕車熟路」，趙

振豪笑言，他現在已經熟悉與港澳有差異的接人待物之
道，亦喜歡和內地生「打成一片」。「有的同學看粵語
TVB，就會過來和我討論某某詞的粵語該怎麼說。有
的同學計劃去香港旅遊，我就會手繪A4版的簡易手工
地圖，給他們標注香港好玩和好吃的地方。」

熟諳「四語」溝通無隔閡

中國新聞兩地融通/神州大地A19 ■責任編輯：曹思遠/明澤宏 ■版面設計：袁耀誠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港生北上學會磨合包容
兩地同學相處求同存異 讀書實習趣事多

自從接到這間服貿公司的實習offer後，趙振豪幾
乎每天早上7時就會起床。為了節約上班時間和

成本，他亦學會了和同學們一起拼車。按照他的話而
言，「上班不遲到是最基本的工作精神」。

日程緊 感慨「搵工唔易」
趙振豪在公司實習的具體職位是人力資源總監助
理。人力資源部是一個企業的「心臟」，了解企業文
化的窗口。他笑言，「第一天進行企業文化培訓，然
後上崗，起初感到有點緊張，一種手足無措的感覺，
不知道能否勝任工作。」在趙振豪看來，他的適應能
力挺強，由開始幫助他的頂頭上司——人力資源總監
安排每日行程表，協助人員招聘簡歷的初步篩選，進
行各類文書處理等，到一起參與討論公司零售數據的
分析，「逐漸一步步進入自己所要的狀態」。
當每日實習工作時間給排得密密麻麻時，趙振豪亦
感慨「搵工唔易」。除了能力外，更需要不怕辛苦多付
出。當他在學校學到的理論知識能夠尋機會在實踐中得
以應用時，趙振豪的臉上洋溢着極大的滿足感。「工商
管理波士頓矩陣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我就把它嘗試用
在服裝貿易的季度產品銷量分析上，在產品生命周期的
不同階段，採取的經營戰略是不同的。」
在內地求學，趙振豪總結有兩大「不習慣」：生活
方式上的不習慣和「制度上」的不習慣。「在福州大

學，我的舍友有來自河南、甘肅，也有福州本地，南
北方的同學相聚在一起，思維方式或生活習慣上肯定
有不一樣的地方，只有相互磨合包容才能成長。」趙
振豪笑着舉例，比如，「河南同學很愛食辣，曾經當
着我的面演示香蕉蘸『老乾媽』（辣椒醬品牌）這種
奇葩的吃法」。
趙振豪認真地向本報記者解釋他所困惑的「制度

上」的不習慣。比如網購動車票，「取票就非常不方
便，因為自助取票機感應不了回鄉證，只能在很擠的
窗口排隊取票，挺浪費時間和精力」。

課程難 同學熱心輔導
本地生給趙振豪的總體印象是「十分友善和熱

情」。因為香港的數學課相對簡單，赴內地上大學突
然要學高等數學、微積分，趙振豪一時難以消化。
「我們的基礎不同，加上我自身的努力也不夠，所以
有時覺得很困難，跟不上。但是同學們非常熱心，會
主動教你，直到你學會為止。」

「這是我實習的第五周，剛剛適應新的

工作環境。」甫一見面，福州大學工商管

理專業大四港生趙振豪告訴本報記者，目

前他在福州中亭街一間服裝貿易公司的人

力資源部實習。北上求學經歷讓趙振豪對

內地的認知遠遠超過大多數香港同齡人，

他感受到無論學校還是公司，身邊的人來

自南北方各地，生活習慣都有不同，必須

要相互磨合包容。因為喜歡時尚，他利用

空閒時間先後在不同的服裝公司兼職過，

不斷累積職場經驗，希望畢業後，「能像

雷軍（小米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那

樣，實現自主創業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因為福州大學的港生不多，「沒有什麼
機會講粵語，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和你討論
香港每天發生的事情。」這點讓趙振豪有
些悵然若失。因為學校招生機制，趙振豪
沒有同校的香港師兄姐，「有些時候覺得
很孤單」。於是，他和學校2012、2013級
的其他香港同學飲「頭啖湯」，發起了每
年一次的「師兄師姐接你們」的行動，迎
接到福州大學就讀的香港新生。
在9月迎新季時，趙振豪和同學們會與

負責港澳學子的老師聯繫，在校友樓迎接
香港新生。「幫他們拿行李，提醒他們入
學注意事項，從手機號該用聯通還是移動
比較好，到坐車、辦卡等，我們特意做了
一本大學攻略給學弟學妹，把生活中的經
驗慢慢傳授給他們，讓他們少走我們走過
的『彎路』，可以說是事無巨細。」趙振
豪總結道。
這樣的暖心行動已經持續了兩年，趙振
豪希望能夠一直延續下去，「遇到難題可
以有機會請教同校香港師兄姐，很多問題
可以輕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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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振趙振豪豪（（灰衣者灰衣者））和同學們在教和同學們在教
室裡合影室裡合影。。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2015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前排左五）訪問福州大學時與趙振豪（前排
左四）等在校港生合影。 本報福建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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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拾荒漢刮花轎車

不用賠償不用賠償反獲助反獲助
㱔姓太生僻 無法辦社保

西安醫院機械人成功切除癌組織

陝西西安有一位老人叫楊
智全，今年70歲，平日裡撿
廢品、賣廢品為生。在元旦
小長假的最後一天，楊智全
騎車去賣廢鐵，擁堵的交通
使他不小心刮花了一輛小轎
車。車主是個90後女孩，叫
朱明月，她不但沒有讓老人
賠償，反而上門給老人送去
了1,000元，希望能對老人
有所幫助。楊智全說起此
事，感動得幾次落淚。

■人民網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近日引進的
代表國際高水平的「達芬奇」機械人手術
系統，8日上午成功為一位患者實施了前
列腺癌根治手術。
8日上午9時，交大一附院泌尿外科教授

吳大鵬坐到離機械手臂不遠的操控台前，

像操作遊戲手柄一樣，將兩手的拇指和食
指套在操作系統兩邊的感應指套裡，眼睛
看着操控屏上的3D目鏡，開始做前進、
後退、剪、挑等動作。三支手臂像八爪魚
一樣相互配合，不斷剝離和清掃腫瘤周圍
的淋巴和組織，長有腫瘤的前列腺被完整
地切除下來。

超越傳統手術極限
據悉，「達芬奇」手術機械人系統可用
於普外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外科等眾多
科別，已在國際上廣泛運用，中國現有40
餘台。交大一附院泌尿外科教授賀大林介
紹，機械手臂與人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
於，機械手能完成人手無法實施的動作，
如360度旋轉。同時，機械人的手臂很
小，可深入到人手難以到達的部位，從而
超越了傳統外科手術的極限。
儘管「達芬奇」手術機械人十分先進，
但也並非「包治百病」，病變部位黏連嚴
重、缺乏手術空間的患者，仍需醫生依靠
雙手完成手術。 ■新華社

■醫生用機械人為患者實施手術。
網上圖片

廣東南海丹灶一民眾近日在仙湖裡釣起了一條長達1.58米，重
約90斤的巨型「魚怪」。經過丹灶農林漁業局工作人員的鑒定，
這條「魚怪」原來是鱷雀鱔，堪稱頂級毒魚，因此民眾釣到這種
魚後，千萬不要食用。 ■文 /圖：新浪網

家住浙江江山市大陳鄉大唐村的㱔（普通話讀suo
四聲）小姐遇到了一堆麻煩事，稱她的姓是稀有姓
氏，很多服務機構的電腦詞庫中沒有該生僻字，導
致她辦理銀行卡、社保卡等遇到了困難。
「公安系統裡有生僻字字庫，能辦出身份證和

戶口簿，可銀行系統沒有生僻字字庫，打不出這
個字，辦理的存折只能用拼音代替。」㱔小姐
說，「在常用的《新華字典》上查不到，曾經翻
閱過多種漢語字典，最後只在《中國字海》裡找
到了該字。」
「銀行卡、社保卡之所以難辦，是因為『卡』在

了名字上，生僻字無法錄入和讀取。」㱔小姐表
示，她希望能改姓，徹底解決生僻字帶來的煩惱。

■中國青年網

露齒菩薩像罕現雲岡石窟

雙手合掌，細目長眉，面帶笑容，還有一對酒
窩……山西雲岡石窟一尊罕見石刻露齒菩薩像「久
藏深窟」千餘年，日前通過攝影作品被世人所識。
「雲岡石窟的石刻露齒菩薩像比華嚴寺的彩塑露

齒菩薩像早500多年。彩塑的露齒菩薩富麗華貴，
而石刻的露齒菩薩更顯質樸，但都打破了中國古代
傳統女子『笑不露齒、行不露足』的封建理念，看
起來活潑、可愛。」該攝影作品的作者、雲岡石窟
研究院數字攝影研究室主任張海雁說。 ■新華社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9日對外披露，該
所近期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發現一處距今4,000年
左右的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永志介紹說，此次

在乃林皋遺址發掘面積約為550平方米，發現15座
房址，分別為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平面呈圓形為
主，同時發現17座灰坑。在遺址北側發現壕溝，自
西向東逐漸變寬，最寬處可達13米。在房址和地層
中均發現遺物，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青
銅器等文物180餘件。
專家表示，該遺址的發掘將為研究夏家店下層文

化的整體面貌，乃至為中國北方青銅時代考古的區
域性特點研究提供較為重要的實物資料。■中新社

內蒙古出土青銅時代文物

■雲岡石窟發現的罕見露齒菩薩像。 網上圖片

■■被老人劃傷被老人劃傷
的 紅 色 小 轎的 紅 色 小 轎
車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朱明月朱明月（（左左
一一））與楊智全與楊智全
（（右一右一））老兩口老兩口
握手握手。。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月3日下午5時許，楊智全騎着電動三輪車去賣廢鐵，
遇上堵車，他被夾在車流中。在他鬆開電動三輪車車

閘的一瞬間，聽到「呲」的一聲。朝後一看，三輪車上一根鐵
片把右邊一輛紅色小轎車車身給劃傷了。「我趕緊跟人家司機
說，都怪我，修理費不管花多少錢，我都認。」老楊說，司機

是個女孩，商量後人家決定要400元，可當時身上就100元，
剩下的錢只好去借。因為離家不遠，老楊讓女孩等着，說馬上
回家取錢。

同情老人 拒收賠款
看到老人拿了一把零錢過來時，朱明月感到很心酸，就決定不

要這錢了，可老人卻堅持將錢塞到了她手裡。拿着老人湊到的400
元，她心裡無比沉重，於是和朋友徒步尋找老人在附近的住處。
原來楊智全在附近仁義公寓小區傳達室工作，老伴魏大媽在

小區看車棚，二人平日就擠在這不到10平米的傳達室生活。
兩位老人今年都已經70歲了，一個月兩人的收入也就1,500
元，除去生活開銷也存不下什麼錢。看着擁擠的房間、拮据的
老人，朱明月把400元錢塞給還不知情的魏大媽就走了。
讓老兩口更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女車主帶着妹妹再

次來到仁義公寓，送來1,000元。楊智全流着淚說：「太對不
起人家娃了，我把人家的車給劃傷了，娃不光自己要掏錢修
車，還給我送錢，總感覺像做夢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