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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適應內地文化，努力工作尋覓理想
謝：我以前是一個比較 「躺平」 的人，覺得賺多點錢
已足夠。但我現在把工作看作一份事業，是實現自己
理想的途徑。作為港青，看到越來越多港澳青年前往
內地讀書、生活、工作，我希望未來在工作之餘可以
幫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灣區內地城市。至於內地工
作文化和香港的不同之處，可能是每個人都特別有責
任心，自我要求比較高，經常加班。在這個氛圍下，
會不自覺地更努力工作。

楊：工作佔據我生活中的50%，我認為工作是生活的
條件，努力工作的同時也要享受生活。如果被工作佔
據太多時間，生活的質量會受影響；如果工作佔據比
重太少，停滯不前就是倒退。而我，拒絕躺平。我很
適應內地的工作文化，也許是工作內容與潮流藝術相
關，年輕化的氛圍讓我很舒適。

規劃時間，列清單提效率
馬：我完全不能接受工作侵吞生活，每天都要有一段
獨處時光才感覺一天沒白過，即使只是聽聽喜歡的音
樂，也可以放鬆自己。下班後會刷刷微博、B站，也會
去進修充實自己。我建議做好時間管理，比如巧用手
機APP的任務清單和備忘錄提升效率。

徐：我以前覺得 「996」 （指 「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
下班，每周工作6天」 的工作時間制度）是壓榨勞動
力，實習後反而不會這麼想。其實公司負責人對員工
非常關心，讓員工 「996」 並非故意壓榨，而是為了完
成任務迫不得已的手段。我還年輕，需要通過工作去
證明自己，所以不怕生活被工作淹沒。我認為要在工
作上積累一定的經驗，等熬出頭了才有資格談享受生
活。

生活和工作怎樣平衡？

理想的工作是什麼？

內地校園生活豐富，發展空間廣闊
謝：我想成為工程師，我認為工程師在內地可以大展拳
腳，為此北上求學。我國基建發展速度非常快，加上國家
大力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不少工程師有機會去到
世界各地貢獻力量，所以我覺得如果想成為一名工程師，
內地發展空間更大。兩地大學的教學模式有些區別，以基
建工程為例，內地更重視實踐，常和企業合作；而香港在
理論前沿方面較強。

楊：我選擇到內地讀書是被它的多元化吸引。內地大學校
園的概念更明顯，我們生活在校園內，課程由學校統一安
排，上課簽到。學校有豐富的社團活動，我參加了籃球隊
和西樂團，交到很多朋友。北京常年舉辦大型活動賽事，
每位同學都可以報名做志願者，發揮長處回饋社會，提升
自身閱歷。

內地「神科」，IT和傳媒火爆
馬：北京大學的理學、醫學、哲學、經濟學等，清華大學
的工學、管理學、電氣工程及自動化等，中國人民大學的
法學都很厲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少年班，也是 「神
科」 ，少年班招收尚未完成常規中學教育但成績優異的青
少年，這些青少年都是 「天才」 。我想報讀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系的碩士課程。

徐：內地 「神科」 和就業前景、薪酬待遇相關。首先要數
IT類專業，報考分數高，且這兩年分數線還加了10到20
分。傳媒類也火爆，因為就業面廣。我計劃到香港中文大
學進修新聞系，已經找好了留學中介，也和師兄師姐取了
不少經，目前仍在進一步考慮中。

怎樣解決工作中的煩心事？

談談內地大學和神科？

香港
青年 97年出生，文化

創意公司職員

楊世龍 內地
青年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大四學生

徐有為

灣區內地城市市場大，宜居宜業
謝：香港工作節奏快，就業壓力大。香港的建築工程領域
市場基本飽和，競爭激烈，晉升相對較慢。反觀內地，市
場大、工作機會多、晉升空間大，三十歲出頭就可以晉升
至項目經理。我也親身感受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越來越
完善，港人在內地工作、定居很方便。

楊：我理想的工作是成為一名策展人或與創意策劃相關
的職業。這方面，內地的機會相對更多。今年是我工作第
二年，我主要負責策劃展覽以及新媒體傳播的工作，結合
時事熱點，通過新穎的推廣方式，向公眾傳播思想及推銷
產品，創意相關的工作沒有那麼枯燥乏味，我很享受。

電商直播，就業新時尚
馬：我的理想工作是在圖書館當管理員。如果找不到工
作，或許我會考慮開直播。內地電商前景良好，網紅迅速
崛起，現在大家都熱衷拼團砍價，看明星直播帶貨。

徐：我的理想工作是成為高校播音系老師。要想成為大學
老師，學歷要達到博士以上，我計劃工作兩年再進修研究
生。今年就業壓力很大，身邊同學倍感焦慮，我也不例
外。但與其焦慮不如為目標努力，一步步往目標邁進。至
於內地行業發展前景，不少同齡人嚮往做公務員或老師這
類穩定的職業。

請教前輩老師，釋疑解惑
謝：遇到煩心事，我喜歡和前輩、學校導師聊天。作為
過來人，他們經驗豐富，無論是對專業、學業還是人生
路上過到的困惑，都可以給予很好的建議。我的老師對
於香港和內地的職場環境非常熟悉，在專業方面，可以
很好地為我釋疑解惑。

楊：工作中最大的煩心事就是思想的缺失，有時候越心
急就越沒有創意。比如非常需要靈感時，我會先詢問朋
友及同事的意見，看看是否能得到啟發，再去找相關資
料，補充自己的知識空白，不斷提升自己。同時我也喜
歡接觸新鮮事物，讓自己在新事物中汲取養分。

多表達真實感受，不要自我糾結
馬：煩心事有很多，比如不被領導認可，不講道理的客
戶等。某次從微博上看到一句話： 「其實打工並不累，
真正累的是各種紛繁複雜的人際關係。」 我十分認同。
平時要多與身邊人溝通，多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其次
不要太糾結於事情本身，以旁觀者的心態看待問題。在
休息時間多和朋友聊天，唱K，玩玩劇本殺，看看輕喜
劇，放鬆一下。

徐：我在電視台、電台和新媒體實習過，雖然實習距
離真正成為 「打工人」 還是有距離，但對於工作的煩
心事還是有切身感受。比如在電視台工作時，經常會
有突發採訪，一個通知下來就要收拾行李坐5、6小
時車到一個偏遠的城市採訪。後來從事新媒體工
作，工作強度有增無減，後期的運營剪輯都不輕鬆，
往往下班時間到了同事們都仍忙於工作。幸好我是
「自來熟」 ，壓力大時，就和同事聊聊天，把工作的

煩惱聊開了就沒那麼焦慮。

▲ 「粵港澳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 評選活動結束後，成功當選的
謝彬華（左一）和其他參賽選手自拍留念。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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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很有動力
謝：我喜歡看社會學相關書籍，因為它們往往能從多角度、多層
次解讀社會事件，能鍛煉批判性思維能力。

楊：我一直關注潮流藝術領域，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很有動力。
平時喜歡看潮流藝術、設計師自傳類書籍。

「無悔地燃燒自己的人生」
馬：我工作之餘喜歡學習計算機知識，包括Excel等軟件的使用技
巧。我喜歡東野圭吾在《解憂雜貨店》的一句話： 「你很自由，
充滿了無限可能。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禱你可以相信自己，
無悔地燃燒自己的人生。」

徐：我很幸運，興趣和工作可以結合起來。我的愛好很多，讀
書、拉小提琴等。我的工作偶爾也要在台前表演，這時小提琴功
底就派上用場。

興趣可以和工作結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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