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A18

2019年5月6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55月月6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5月6日（星期一）■責任編輯：裴軍運

粵邀港青支教支農支醫扶貧
今起報名服務2年 港青：支教收穫成長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灣區青年職業規劃性內地領先

據介紹，今年廣東省計劃招募2,000名
高校畢業生服務基層，招募人數比

2018年增加300人，將按照公開招募、自
願報名、量化測評、公平選拔、統一派遣
的方式，將志願者們派遣到粵東粵西粵北
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
農（水利）、支醫、扶貧工作，服務期2
年。

每月補貼36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招募公告中看到，報
名者須年齡不超過30周歲，生源包括三
類。其一是普通高校大專以上廣東生源應
屆、往屆畢業生；其二是省內高校具有本
科以上學歷和學士以上學位的外省生源應
屆、往屆畢業生；第三類則是香港、澳
門、西藏籍普通高校大專以上畢業生。此
前，已參加過「三支一扶」計劃的高校畢
業生不再招募。有服務基層意向的大學生
可登錄廣東省高校畢業生「三支一扶」專
題網、廣東省人社網、廣東人才網查詢並
按要求報名。
據悉，自2006年「三支一扶」計劃開展

以來，各級財政逐年提高「三支一扶」大
學生工作生活補貼水平，每人每月的補貼
標準從2006年的600元提高至2019年的
3,600元，社保、交通補貼、安家費也相應
提高。13年來，廣東省已累計選派17,000
餘名高校畢業生到省內山區和東西兩翼經
濟欠發達地區鄉鎮、農村服務，相當數量
「三支一扶」大學生服務期滿後選擇扎根
基層工作。

港青粵北支教達136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此次廣東集
中招募大學生服務基層之前，不少香港大
學生已通過各種渠道，前往廣東支教。其

中，至2018年底，透過香港民政事務局與
廣東團省委、省青聯舉辦「香港青年服務
團」活動，前往粵北山區支教的香港青年
已達到136名，他們在當地協助學校開展
英語、聲樂、美術、心理輔導等輔助性教
學，並於課餘在當地開展形式多樣的志願
服務。
香港90後青年童偉亮，於去年底結束在

韶關市區湞江中學為期一年的支教活動。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支教期間，與孩
子們相處，收穫了感動，自己也更獨立、
更堅強。
「那些孩子家境貧寒，多數是留守兒
童，學習、生活環境不太好。但他們有一
個共性，就是特別想唸書，很珍惜學習機
會，這令我很感動。」童偉亮說。

更多港青冀到內地鍛煉
談到自己的收穫，童偉亮說，山區生活

條件比不上城市，與香港更有很大差距，
在此期間，需要自己洗衣、買菜、做飯，
這些勞動讓自己更加獨立，學會了很多生
存的本領。另一方面，在內地生活工作一
段時間，也開闊了視野。「支教一年，各
方面收穫都很大，對自己成長是寶貴的經
歷。」
童偉亮說，回到香港後，他有機會在社

區、學校分享自己的支教經歷。令他感到
意外的是，在香港，有大量青年和大學
生希望到內地支教，服務社會鍛煉自己。
「很多人向我諮詢相關事宜，希望自己也
去試一試。」
即將在暨南大學畢業的香港學生梁同

學，也十分期待能夠在內地服務基層社
會。「我已經通過社團和學校，了解了一
些港澳青年參與內地基層服務的政策和個
案，希望能夠親身參與其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獲悉，

廣東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等九部門聯合印發《2019年廣

東省高校畢業生「三支一扶」計劃實施工作方案》，啟動2019年廣東

省「三支一扶」（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計劃招募工作，網上報名

時間為5月6日至5月24日。據悉，今年將招募2,000名高校畢業生服

務基層，服務期2年，每人每月補貼3,600元（人民幣，下同）。據

悉，三類大學生可報名參與相關基層服務，包括香港、澳

門本地在內的港澳大學生，亦是其中一

類招募對象。記者了解到，在此次集中

招募之前，已至少有136名香港的大學

畢業生在廣東支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大灣區新青年」的理想與規劃會
是如何？昨日，騰訊青年發展委員會、
騰訊QQ、QQ看點聯合發佈《粵港澳大
灣區新青年報告》（下稱《報告》），
指出超六成大灣區青年對生活城市滿
意，對於大灣區的認同度亦很高，生機
勃勃、開放包容、繁榮務實、發展空間
大等，則是青年們所感受到的灣區核心
關鍵詞。

相信奮鬥帶來成功
據介紹，此《報告》基於向16歲至28
歲用戶發放調研問卷，綜合了近2,000名
青年樣本，結合QQ大數據等調研分析整
合而成，是粵港澳大灣區首份青年群體

畫像報告。
《報告》顯示，灣區新青年有規劃、

有目標，他們相信拚搏奮鬥帶來成功。
在生活規劃方面，很多人會給自己設定
目標，包括短期規劃（每天/月度）、長
期規劃（年度/五年）。步入職場後（23
歲至28歲），灣區新青年的規劃性則更
強，在調研樣本中明顯高於內地平均水
平。在遇到挑戰時，大灣區「優先靠自
己」的比例高於內地平均水平4%。

財務獨立意願很強
在職業選擇方面，企業家和技術專家

是灣區新青年的首選。調研顯示， 32%
青年更希望成為企業家，30%想要成為技
術專家。同時，灣區新青年對財經、科

技的喜愛程度相對較高，且很多人均有
創業經歷或計劃。據介紹，在樣本中，
22%的灣區新青年有多重職業身份，高於
內地平均水平（17%），10%的灣區新青
年有過創業經歷，18%的灣區新青年正在
創業。
灣區新青年們的財務獨立意願亦很

強。數據顯示，有54%的灣區青年認同
應該嘗試自己賺錢，培養經濟獨立能
力，有35%的灣區青年認為，即便成為
「成功人士」，也希望過低調、樸素的
生活。此外，他們不盲目消費，更願意
花錢購買科技產品、培養技能和旅遊。
數據指出，廣州與深圳成為全國社交活
躍度TOP5城市，更有不少大灣區青年願
意「立足大灣區，擁抱全世界」。

新華社北京5月5日電 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

大會上的講話》單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新華書
店發行。

習近平
《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單行本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國家文物局昨日舉行發佈會稱，今年
「5．18國際博物館日」的中國主會場將
設在湖南。繼今年元宵節故宮博物院「上
元之夜」探索博物院夜遊後，國際博物館
日期間，湖南省博物館也將舉辦「博物館
之夜」體驗活動。湖南省博還將聯合故宮
博物院等十餘間博物館舉辦「根．魂——
中華文明物語」特展。另據國家文物局副
局長關強介紹，亞洲文明展將於13日在
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將推400餘件展
品。
據文物局介紹，今年「5．18國際博物
館日」主題為「作為文化中樞的博物館：
傳統的未來」。主場活動的看點包括：由
國家文物局委託中國文物報社開展的「博
物館網上展覽」項目啟動上線；由中國博
物館協會與中國移動咪咕平台聯合推出的
「博物館在移動」項目啟動上線；全國百
餘家交通廣播電台將與所在城市博物館合

作開展博物館及文物宣傳活動；啟動由國
家文物局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推出的知識競
答型節目《中國國寶大會》等。
同時，一批展覽將在18日開幕。除了主
會場的活動之外，各地博物館也將推出相
關活動，如吉林、內蒙古、陝西、福建、
上海、安徽、四川等多省區市將在18日舉
辦本地區的博物館日主會場活動。陝西歷
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河南博物院、山
東省博物館、海南省博物館、四川博物
院、天津博物館、敦煌研究院、瀋陽「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渡江戰役紀念館等
博物館將推出一系列展覽。
據了解，「國際博物館日」由國際博物

館協會（ICOM）發起，時間定在每年的5
月18日，每年確定一個主題。中國於1983
年正式加入國際博協，隨後每年均組織紀
念「國際博物館日」的相關活動。從2009
年起，國家文物局每年都會採用主會場活
動的方式開展博物館日活動。

「國際博物館日」
中國主會場設湖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山大學
中山眼科中心昨日發佈消息稱，該中心人工
智能學科團隊完成醫學AI（人工智能）醫
生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研究顯示，AI醫
生在真實臨床門診中準確率較人類醫生低，
但是AI診斷耗時短，表明現階段的醫學AI
可以在臨床上輔助人類醫生，提高工作
效率。
上述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發表在全
球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子刊E Clini-
cal Medicine最新一期（2019 Mar）上。
目前，已報道的醫療AI診斷準確率普

遍很高，但AI醫生在投入真實臨床應用
的情況、與人類醫生的差異如何，是研
究者和社會一直很期待回答的問題。

為展示並驗證AI醫生對兒童先天白內
障診斷在真實世界臨床實踐中的有效性
和可行性，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主任
劉奕志和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科主任林浩
添組成人工智能學科團隊，利用深度學
習建立的「先天性白內障人工智能診斷
決策平台」，把入組的兒童患者隨機分
兩組，分別進入由該平台接診的人工智
能門診和具有5年臨床經驗的人類眼科醫
生接診的專科門診接受診斷，對比兩組
醫生對先天性白內障診斷的準確性。
「先天性白內障人工智能診斷決策平
台」已經過中國內地5家不同地區及級別
醫院的眼科門診驗證。
通過與人類醫生對比發現，AI醫生在

真實臨床門診中對先天性白內障的診斷
準確率為87.4%，與實驗訓練階段的準確
率98.87%相比有差距，也低於人類專科
醫生的準確率，表明AI在實驗室試驗的
訓練結果並不能完全代表其真正的診斷
能力。
但是，AI醫生診斷所需的耗時卻明顯

比人類醫生短，而且問卷調查的結果顯
示參與者對人工智能門診的體驗滿意度
高，表明現階段的醫學AI可以在臨床上
輔助人類醫生，提高工作效率。
該中心人工智能學科團隊表示，所有

醫學人工智能技術，在真實臨床落地應
用前，需要經過嚴格的隨機對照研究作
為評判手段和標準。

中山大學：AI醫生臨床診斷遜於人類醫生

支教感言
童偉亮
廣東落後地區孩子，特別想唸書，
很珍惜學習機會，香港青年能夠利
用自己的特長和優勢，幫助到他
們。同時，通過支教，自己也開闊
了視野，心理上更獨立和堅強。

陳德明
最開心的莫過於學生們都會跟我傾
吐心事，自己成了孩子們的知心大
哥哥。另外，孩子們並不太注重物
質，純真可愛，一張貼紙的獎勵可
以讓他們很滿足開心。

梁世匡
人生除了掙錢，還有更多有意義的
事情。到內地半年時間，幫助到別
人，又能增加見識，多一些人生經
歷，非常值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此前前往內地支教的
香港青年，有的是剛畢業
的大學生，也有已參加工

作的熱心青年。對於服務內地基層的這段
經歷，他們十分珍視。

陳德明於2017年9月赴韶關支教半年。
在支教期間，他最開心的莫過於學生們都
會跟他傾吐心事，他成了孩子們的知心大
哥哥。談及對韶關的印象與參與義教的感
受，陳德明表示：「民風淳樸，這是我對
韶關的第一感覺。韶關的學生並不太注重
物質，純真可愛，一張貼紙的獎勵，可以
讓他們很滿足開心。」

劉裕恆參加支教時，暫別了工作五年
的海關部門，成為了一名歷史老師。支教
期間，他經常跟學生分享工作見聞，教育
孩子們努力向上，保持良好品德。為了激
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他總以輕鬆的方法
貫穿課程，進行互動教學，給學生講講歷
史故事，使歷史課變得生動有趣，受到學

生們的喜愛。
梁世匡原本在香港一家鐘錶企業做

管理。家人剛得知他辭職到韶關支教
時，很不理解，質問他：「唔使搵錢
咩？」「我告訴媽咪，人生除了掙
錢，還有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到內地
半年時間，既可以幫助別人，又能增
加見識，多一些人生經歷，非常值
得。後來家人也就理解支持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北支教長見識增經驗

■孩子們向香港支教老師獻上鮮花，以
表達感恩之情。 受訪者供圖

■■20192019年廣東省年廣東省「「三支一扶三支一扶」（」（支農支農、、支教支教、、
支醫和扶貧支醫和扶貧））計劃招募工作啟動計劃招募工作啟動。。圖為大學生圖為大學生
在粵北支教在粵北支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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