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州大地兩地融通A21 ■責任編輯：謝宗興 / 鄺 民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72017年年77月月242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政府利用區域內
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開展了非遺表演、民俗活動等特色旅遊項目，吸引了大
批遊客前來觀光遊玩。海子沿鄉牧民昨日為遊客表演的「大雁舞」正是其中
一項特色表演。 ■文/圖：新華社

大 雁 舞 迎 客

山東濟南市民趙女士表示，女兒今年
高考，但是成績很一般，去年孩子高二暑
假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培訓機構號稱「高
考保過」的廣告，機構的名稱是「濟南學
峰教育」。趙女士與機構簽署的合同裡約
定，費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授課費，
每節課170元，一年下來大約是五萬多元
（人民幣，下同），另外一部分是考完之
後再交，按每節課50元補交，如果過不
了本科錄取線就不用交了，但是當時工作
人員承諾肯定能過線。
為了上「保過班」，趙女士甚至還給女

兒辦了休學，從高三開始就一直在「保過
培訓班」輔導。據趙女士的女兒介紹，
「保過班」的老師不是每天都來，如果輔

導老師沒過來，「保過班」的工作人員就
會讓她觀看教學視頻，一年裡有一多半的
時間看視頻。
然而，趙女士的女兒高考僅考了215

分，比藝術類的本科線低了幾乎100分，
於是趙女士認為濟南學峰教育違約，沒有
兌現承諾，向對方要求退款，但對方並不
接受。面對媒體的詢問，濟南學峰教育的
工作人員表示，170元的授課費在上完課
之後就不會退了，學生考過本科線不用繳
付的是50元補交費用，故不存在退錢問
題。這位工作人員表示，由於相關部門已
經介入，他們從同情學生的角度考慮，將
在本周跟趙女士協商處理相關問題。

■央廣網

滿族大型「柳母節」祭祀活動昨
日在黑龍江雙城區幸福久援滿族村
隆重舉行。此次滿族「柳母節」祭
祀活動在全國尚屬首列，原生態薩
滿祭祀祈福、滿族原始殺豬祭祀場
景再現，全面展示滿族傳統文化。
伴隨着鏗鏘悠遠的鼓聲，祭祀儀
式莊重而神聖，來自各地的滿族宗
親依次獻上對柳樹母親的真摯祝福
並祈願風調雨順生活安康。「在滿
族原始的圖騰崇拜中，柳樹是滿族
先世的始母神，滿族祭柳儀式是東
北滿族最為重要的祭祀儀式之
一。」滿族富察氏文化研究會副會
長傅強如是說。

滿族先民視樹木為聖物
據雙城區人大代表、雙城滿族聯
誼會會長南相金介紹，經考證，自
遠古時期起，滿族就是一個多神崇
拜和多圖騰信仰的民族，滿族先民
的原始宗教對柳樹尤為崇拜，把
柳、柞、榆、樺等樹木視為聖物，
其中對柳的崇拜處於顯要地位，並
形成了悠久的崇柳、敬柳的民俗。
祭祀儀式上，由六七位壯漢聯手
宰殺活豬，薩滿們跳起古老神秘的薩
滿舞，振腰鈴、舞手鼓，敬天祈福。
同時，精神霸氣的《神刀舞》、溫情
甜蜜的《久援格格回家來》等滿族舞
蹈和歌曲，原滋原味地還原了滿族民
間文化的獨特魅力。
此次祭祀活動由哈爾濱市雙城滿

族文化聯誼會主辦，歷史上，雙城
人口的主體為京旗滿族。雙城幸福
久援滿族村（正白旗頭屯），自
1815年京旗移居建屯，至今已有
202年。目前，該村已發展成為遠
近文明的滿族特色村寨示範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實習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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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保過班」違諾 家長求退款遭拒

■網上有不少店舖提供陪跑服務。
網上圖片

■■薩滿們在祭祀儀式上跳舞祈福薩滿們在祭祀儀式上跳舞祈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 攝攝

■■陪跑實質陪跑實質
上是陪跑者上是陪跑者
與服務對象與服務對象
互相督促互相督促
和陪伴和陪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上海生活的韓天昊於家人開的公司
裡上班。「收費看眼緣，不收費也

可以，反正我自己也要跑。」韓天昊
說，跑步純粹是自己的興趣愛好，陪跑
其實就是帶動身邊的人一起運動。

10公里起跑收費100元
他回憶說，自己從2012年開始陪跑，
當時加入了很多跑友QQ群，也是在群裡
了解並開始陪跑，自己當時在群裡比較
活躍，跑量較大，「每天跑10公里，周
末休息一天。那時也比較空閒，就有人
來找我教他們跑步。」如今，他的陪跑

信息也掛在一個網上交易平台上。
不同於韓天昊，住在上海閔行的蘇珊

有固定的陪跑收費標準：10公里起跑，1
小時內跑完收費 100 元（人民幣，下
同），每超過5分鐘加收20元。跑步前
後會帶教5分鐘拉伸動作，跑步過程中，
會教初學者調整呼吸、糾正跑姿。但她
也表示，「其實陪跑只是好玩，我自己
有跑團，主要還是陪小夥伴跑。」她透
露，現在自己有固定的兩三個顧客，一
次陪跑時間在2小時左右。
相比於蘇珊，兼職陪跑的大二女生江曉

雪收費要低不少，標準是50元陪跑一次，

時間上限是2小時。江曉雪指，自己進大
學後運動越來越少，陪跑從另一種角度來
說也是「被陪跑」，實質上是彼此之間互
相督促和陪伴。除了自己有鍛煉需求以
外，因為課餘時間充裕，也想勤工儉學，
兼職陪跑員便成了江曉雪的選擇。
胡小盈是韓天昊的「跑客」之一，她
表示自己看到陪跑信息時，首先是感到
好奇，第二個想法是「如是真的可以陪
跑就好了」，因為自己一直難以堅持鍛
煉。胡小盈表示，在韓天昊的幫助下，
自己修正了本來錯誤的跑步姿勢，也養
成了經常鍛煉的習慣。

「很多人還是懶，覺得一個人跑無
聊。有人陪在身邊的話，他們覺得有安
全感，就能堅持下去。」韓天昊認為，
陪跑對於跑步者的意義，主要在於精神
鼓勵。他回憶說，自己曾經帶一個體重
190斤的朋友跑步，朋友起先只能跑3公
里，後來漸漸增加跑量，最遠一次跑完
了21公里的半馬。但沒有陪跑之後不
久，朋友又放棄了跑步。另一名兼職陪
跑陳銘也認為：「人的惰性是很強的。
我現在終於理解為什麼去健身房要找教
練、打高爾夫球也要找人陪，一個人很
難把一些東西堅持下去。」

上海陪跑員上海陪跑員：：
「「收費看眼緣收費看眼緣」」

「「我不是為了陪跑去賺錢我不是為了陪跑去賺錢，，這個對我來說不重要這個對我來說不重要。」。」上海的兼職陪上海的兼職陪

跑員韓天昊並沒有經濟上的困難跑員韓天昊並沒有經濟上的困難，，談到兼職的原因談到兼職的原因，，他的答案是他的答案是「「一一

個人跑步是很孤單的個人跑步是很孤單的」。」。他更說他更說：「：「收費看眼緣收費看眼緣，，不收費也可以不收費也可以，，反反

正我自己也要跑正我自己也要跑。」。」其實其實，，陪跑從另一種角度來說也是陪跑從另一種角度來說也是「「被陪跑被陪跑」，」，

實質上是彼此之間互相督促和陪伴實質上是彼此之間互相督促和陪伴。。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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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醫科生盼大灣區執業

■香港女生李丹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

李丹雨出生於香港中醫家庭，泛黃的中
醫書籍、各種中草藥，共同陪伴着她

的童年生活。「依稀記得年幼時，父親總
會定期帶我上山識藥、採藥；也記得每當
看到父親使用外治法給皮膚及筋骨病患者
治療時，自己無數次幻想着長大以後，我
也要跟父親一樣。」

陌生同學變創業夥伴
基於家庭的影響和個人興趣，李丹雨考
入在全國中醫藥院校招收港生規模最大的
廣州中醫藥大學。「從香港孤身來穗那一
刻，望着莊嚴的中醫藥博物館，內心充滿
了無限憧憬。剛開始的大學生活總是穿梭
於宿舍、教室、食堂、圖書館和實驗室之
間，一頭扎進中醫的世界。」
「但是，當我遇到來自韓國的同學嚴世

晶和香港老鄉許慧玲，這樣『平靜』的大
學生活被打破了。」李丹雨告訴記者，誰
也不曾想到三個互不相識的女孩會因為中
醫、熱愛自然療法而組合到一起。
「穗港天氣比較潮濕，患有過敏、長痘

等皮膚問題的病人很多，身邊的女同學也
經常抱怨而相互『訴苦』，後來我們想為
什麼不能用中醫的自然療法解決呢？」
「在機緣巧合之下，我回香港學習了西方

古老的自然療法『芳香療法』，受到英國具
有30多年芳療經驗的著名導師Gill的賞識，
並取得國際香薰治療師資格證IFA。」李丹雨
說，芳香療法與中醫有着令人震驚的相似之
處：均利用四氣五味對疾病及情緒進行調節，
以及利用植物進行治療，前者講究整全理念，
後者有着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回校後，李
丹雨將自己的發現分享給兩位好友，琢磨着

如何將兩者優勢結合，製作出一款真正天然
無添加且有療效的護膚品，於是 Dear
Soulmate便誕生了。
李丹雨很快籌建了自己的小團隊，通過

翻閱中醫古典、拜訪專家教授等方式不斷
地推進產品的研發。「我們遵循中醫基礎
理論的指導，用陰陽五行指導植物精油的
使用；也定期赴港學習，帶回國際上先進
的天然護膚品製作訊息。」
她說，譬如做天然草藥手工，不僅根據

所學的中藥知識，更請教了大學皮膚科教
授，配方選取上等的中藥，打磨成粉，加
入於多種植物油中混合打皂，全程堅持低
溫操作，保留植物油的營養成分。
李丹雨坦言，每出一個新品配方就如同

開方子。譬如，前往英法兩國考察各大優
質農場採購純精油，到菲律賓、泰國等東

南亞國家尋找優質椰子油的供應商。「從
一支潤唇膏、一塊冷製皂開始，到現在的
各種護膚產品，都將中醫的知識與國際香
薰療法『融合』。期間還在穗、港創辦了
公司，並開設微信公眾號，定期分享中醫
護理、護膚知識給大眾，還定期供貨給香
港各家美容院。」她說：「現在還只是個
開始，我們願意做中醫路上的修行者。」

「當再次踏進廣中醫時，我已從昔日的『在校學生』變為今日的『返校校友』，但陪伴了我5年的校園場景仿

如在眼前。這裡不僅有我的良師益友，還有承載着青春夢想的護膚品牌Dear Soulmate。」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

生李丹雨北上學中醫期間，夥拍香港老鄉、韓國同學將學到的中醫中藥知識運用到天然護膚品的研發上，並融

入西方古老的自然療法，從一支潤唇膏開始，到各種護膚產品，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另類」中醫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港生北闖「另類」中醫
中西合璧研發護膚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近日，來自粵港澳和京滬等地18所高校的109
名醫科師生齊聚中山大學醫學院，開啟為期半
個月的夏令營活動。過去8年來，該夏令營受
到了來自中山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北京大學醫學
部、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華南理工大學等粵
港澳京滬五地18所高校師生的追捧。
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院長肖海鵬在開營儀式上捨棄常規的致辭方
式，改以自己一路以來在中山大學及中山大學
醫學院成長的故事，與在座學子開啟聊天分享
模式。希望這段體驗，可以讓原本講粵語的同
學可以學習講好普通話，原本普通話講得好的

同學也可以講好粵語，其活潑幽默的語言迅速
博得現場同學們的好感。
眾所周知，中山大學醫學院是中國西醫的

發源地。此次，夏令營的同學們將追尋孫中山
先生在粵足跡，深入了解嶺南文化。肖海鵬指
出，孫中山最初就是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學習，
中途赴港學習，最後通過澳門鏡湖學院走出
去，開啟了非凡的人生。

中山大學醫學院逾千生在港執業
他續說，此次夏令營的同學們都是醫學類

高尖人才，希望大家可以多交流，能夠共同參
與到「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
中來。

肖海鵬說，要構建優質的粵港澳生活圈，
為民眾提供健康服務是保障優質生活工作的
基礎。可以預見的是，「一帶一路」及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將帶給在座學子們更加廣泛的
執業選擇。據介紹，過去幾年，從中山大學
醫學院畢業前往香港執業的醫生已經超過千
人，趨勢仍然在增加。肖海鵬也期待越來越
多的港澳青年來粵執業發展，這裡有更多臨
床經驗可以學習及發展。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黃乃琛博士告訴記

者，從第一屆到現在的第九屆，他連續8年
參與該夏令營的活動。每次帶隊新的學生前
來時，他都會鼓勵大家「五個一點」，即多
講一點、多想一點、多寫一點、多玩一點及

多吃一點。如此，活動結束的時候才能感受
到什麼叫做滿載而歸。
而來自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張宏啟

教授分享時則表示，每次到內地交流探訪，

或者前往內地其他省份義教、義診，途中的
所見所聞都能觸動自己的筆尖，且養成了記
錄的習慣，多年來這些文字依然能夠激發他
對待工作的熱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
璋 廣州報道）17日，來自粵
港澳三地9所高校的32名學生
共聚廣州暨南大學，正式開啟
首屆「嶺南情．南洋行」——
「一帶一路」研習營活動。據
記者了解，粵港澳三地的大學
生們將在廣州和印尼巴淡兩座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開展為
期一周的學習走訪與交流。
暨南大學副校長宋獻中在致

辭時強調，此次研習營將圍繞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期間
穿插主題講座、社會實踐考察
等方式，着力搭建三地青年學
習交流平台。
據了解，接下來三地學生們

將通過探訪廣州和印尼巴淡兩
個城市的大型中國企業「中交
第四航務工程局有限公司」和
「華電印尼巴淡發電公司」，
了解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投資建設情況。據
悉，對此行程安排，有港生喜
出望外地向記者感歎：「紙上
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
行。」
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

僑華人副院長張小欣在開營儀
式後給學生們開展及講授了
《「一帶一路」的歷史與發
展》的講座。他以生動有趣且
通俗的語言，給大家介紹了廣
東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
地區能夠發揮的經濟和文化作
用和內容，令不少在座學生對
「一帶一路」有了新的認識。

■粵港澳和京
滬等地 18所
高校的109名
醫科師生到粵
參加醫學夏令
營活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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