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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不少香港學生來說，到內地求學，在學習

和生活中親身體驗國情，是開啟融入國家發展大門的重要一

步。事實上，北上求學已成為港生最熱門選擇，在離港升學

的中六畢業生之中，佔比由過去的兩成增至四成。在慶祝

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名到北

京、上海、廣州等地讀書的港生，讓他們以自身經歷

和見聞切入，帶出香港青年一代如何以求學生涯

為契機，將個人前路結合國家發展和機遇，

裝備自己為國家及香港發展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我非常建議港生能來內地升
學，從我的經歷來看，上海不僅有優質的教育資源，還有很多實踐機會。無
論未來是留在內地還是回港發展，這些經歷對學弟學妹們未來的生涯規劃都
彌足珍貴。」就讀於復旦大學的港生姜霏梵如此說。
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姜霏梵利用專業所長，參與多個公益計劃為
鄉村學校學生提供學業輔導，並曾擔任復旦香港學生聯會主席，通過公眾號
等渠道增進學生交流，參與組織校園活動。談及未來發展，姜霏梵直言已有
方向與目標，「我可能還會在內地深造，希望未來能夠回港投身紀律部隊，
通過我的所學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可跟隨學業導師做學術項目申報研究
談及到內地升學，姜霏梵直言是基於多方考量，在他看來，內地有眾多知
名高校，各高校有自己的特色專業，教育資源豐富，有不少實踐機會，「比
如說我就讀的復旦大學，學業導師在專業方面有很多的經驗和閱歷，在學
術、生活上都給了我較多的指導。對於學生來說，不僅能從課堂獲取知識，
更能通過本科生學術研究計劃，跟隨學業導師進行學術項目的申報研究。如
果項目取得了不錯的研究成果，不僅可以公開發表，還能入選上海市大學生
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得到更多資源支持，這些支持能讓我在專業上進一步發
展，獲益匪淺。」

參加公益助教 為當地生提供暑期夏令營
在實踐方面，姜霏梵參加了多個公益助教計劃，今年暑期他來到遵義的
道真縣上壩村，為當地學生提供暑期夏令營服務，「我是歷史系學生，在
公益助教方面，我是很有優勢的，因為歷史就需要我在閱讀和理解各種歷
史文獻時，精準地提煉關鍵信息，並用清晰、有力的語言去複述和闡
述。」
姜霏梵表示，作為代課老師，需要更好地提煉和表達知識點，精準地向孩
子傳達知識，「其實公益老師的工作我已經做了很久了，我很喜歡這份工
作，能幫助更多的孩子有效學習，非常開心。」
不僅如此，姜霏梵亦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在校期間，他多次與校內港澳台
學生組織合作，建立有效的交流渠道，通過重建復旦香港學生聯會公眾號，
實現訂閱人數增長與突破；還通過舉辦不同類型活動，增進學生間交流。今
年姜霏梵還獲委任成為入境事務處青年大使。
如今升讀大學四年的姜霏梵，對未來已有了計劃，並已有兩手準備，「可
能會在內地繼續升學，考上本校研究生繼續在學業方面深造，也有可能回港
就業，希望能投身紀律部隊，通過我在專業和實踐所學，助力服務社會。」
姜霏梵期望學弟學妹們珍惜在校時光，努力學習專業知識，提高自身綜合
素質和能力水平，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和公益活動，「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際
行動，為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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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小時候，
王嘉俊對學習興趣不大，「要升學的時候，我選擇就
受限了」，於是他決定到廣州求學，一來有親人在廣
州，二來在經濟成本來說，都更具性價比。最終他成
為國家開放大學的法學生，之後開展了他很不一樣的
人生路向。畢業後，他在香港和內地有很多不同的工

作經驗，也試過創業失敗，現在輾轉成為廣州市天河
區港澳居民服務中心秘書，日常工作主要是幫助香港
青年，融入到天河區創業、就業。他笑指「人生沒有
白走的路」，以往的經驗，無論好壞，均可讓其他人
借鏡，讓求助者少走彎路。

兩地工作經驗豐 曾打工也創過業
王嘉俊中學時不擅長理科，在升學時，唯有在眾

多文科專業中揀選，「學習法律還是奔着好就業的
初衷而去。」當時他的想法很簡單，香港讀法律，
普通法系下的就業空間有限，門檻較高。而內地的
大陸法系，工作機會可能更多。不過，王嘉俊很快
就發現事實與其設想的有出入，而去廣州天河某檢
察院實習的經驗，也讓他有不少體會，「經過這段
實習經歷，我很快明白，要就業吃飯，要做律師或
者檢察官，學歷的門檻確實難以邁過。」因此，畢
業後王嘉俊決定轉戰服務行業。
「回港做過餐飲、銷售。整體來說，在港做服務

行業競爭壓力少過內地。」流轉不同服務崗位後，

王嘉俊試過和朋友一起創業，到杭州開設乒乓球培
訓工作室，「以為能趕上杭州亞運會的運動熱潮，
就興致勃勃去租店開培訓室。」為了吸引客流，他
作為老闆也要上街派傳單，但堅持不到半年，生意
未見起色，無奈放棄。之後，王嘉俊到了廣州，和
兩位合夥人在番禺市橋租了一個小門店，「廣州的
乒乓球培訓業務維持了三年。沒虧本，也沒賺
錢。」王嘉俊說，碰到了疫情，最終還是結業了。
2021年，王嘉俊在新聞中時常聽到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消息，得知有很多發展機會，但又不知道從
何入手了解，「我在網上搜索到港澳青年之家的信
息，就找上門來看看。」王嘉俊記得，當年廣州港
澳青年之家所在的大樓很冷清，和現在的商圈氛圍
完全是兩番境地。「當時（疫情下）大家都是線上
辦公，但這次上門查詢，剛好遇到了正在這裏單獨
辦公的負責人」。
正是這次積極敲門，他獲得了現在的工作——廣
州市天河區港澳居民服務中心秘書的工作，這主要
是幫助香港青年融入內地，協助他們就業，故王嘉

俊在內地生活、工作、創業的經驗，又派上了用
場。
王嘉俊說，以前不斷更換工作，人陷入迷茫，現

在的工作令他獲得了成功感，「自己走過的彎路、
異地就業、創業的難點、盲點，令我更有同理心地
服務來穗發展的香港朋友。」

策劃活動 助初到埗港人速建朋友圈
他發現疫情後很多港人北上創業，攜家人前來的

趨勢明顯，故孩子的教育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不
過，原來很多人不知道廣州有許多優質公立學校設
有港澳子弟班，也不知道如何報名，王嘉俊會細心
講解，幫忙溝通解決。此外，為了活絡在穗發展的
香港青年朋友圈，他積極策劃咖啡節、青年文化交
流、升學指南等活動，讓初到廣州發展的香港朋友
迅速建立朋友圈、生活圈。
在服務他人的同時，王嘉俊也在重塑新的自己。
他希望以自身的經驗告訴更多港青，即使不愛讀書的
年輕人，只要積極進取，也能在大灣區找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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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來 人：：人生無白走的路人生無白走的路助港青神州創業就業

●王嘉俊現在輾轉成為廣州市天河區港澳居民服務
中心秘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北
上
求
學
掀
熱
潮

北
上
求
學
掀
熱
潮

港
生
共

港
生
共
築築﹁﹁兩
地
兩
地
橋橋﹂﹂

註：內地升學數字包括就讀學士學位、其他專上或全日制課程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目前，我
最想做的就是兩件事：一
是盡我所能推動香港與內
地青少年的溝通與交流；
二是用我自身的演奏特
長，在國際舞台上展示我
們的中國文化。」在清華
大學就讀五年級的港生李
澤森，是清華交響樂團三
十年以來第一個非內地和
非音樂專業的首席演奏
家。
作為小提琴演奏家，他
於2021年獲邀與國際知名
鋼琴家、聯合國大使郎朗
合奏《我和我的祖國》，
直播全球。翌年，他又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系 列 活 動 中 演 奏 了
《前》，激勵香港青年人同心合力，把握祖國崛
起為香港帶來的重大機遇，共同創造更繁榮、團
結的香港。「音樂無國界，透過美妙的旋律，可
以向世界講述美麗的中國和偉大的中國人民奮進
的故事，也可把中國文化透過音樂傳達出去。」
2020年李澤森考到清華大學，本科專業是國際
事務與全球治理方向。「之前並未接觸過這個專
業，是在聽了閻學通老師的國際關係課後，被其
中內容吸引。後來發現自己對這個專業有濃厚的
興趣，希望自己能在清華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能給香港的未來、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李澤森說，他是在香港出生長大的香港人，成
長道路上總感覺缺少了傳統中華文化的薰陶。
「懷着對祖國文化的探索之心，選擇了在人生最
美好的青春年華在北京生活、學習和成長。來到
北京後，我感覺到清華大學的同學都特別有抱負
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總說希望投身國家發展，要
令社會更好。他們真的啟發了我。」
「與舍友朝夕相處，他們對我非常照顧，我們
幾乎每晚都會一起暢談人生，話題從學業探討到
職業規劃，無所不談。他們教我說普通話、騎自
行車，一起點外賣。這樣的生活讓我發現，其實
青年人在一起，是非常容易交流的。」
他到北京讀書時，香港正經歷黑暴的打擊，很
多香港青年對內地、對祖國都存有誤解。為此，
李澤森萌生出要促進兩地青年溝通交流、提升香
港青年國家認同感的想法，「音樂是最好的溝通

方式，同吃同住也是最好的
交流方法。」
為此，2022 年他創立了

「新清之友」慈善組織，翌
年暑假兼負贊助、策劃等崗
位，組織了第一屆北京香港
學生清華暑期音樂營，邀請
香港青年走進清華，與內地
青年同吃同住同排練同演
奏，「如今音樂營已經連續
舉辦兩年，參加的香港青年
愈來愈多。今年還組織內地
的青年去香港，了解香港的
風土人情。雖然籌備過程很
累，但是我還是要堅持下
去。」此舉讓他成了清華大
學內有名的「交流使者」。
談及所學專業，李澤森指，國際關係的學習讓
自己打開了格局，知道世界之大，青年也可有所
作為。
已經考入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的他，將在該校
進行一年學習與實踐，未來希望借助音樂和文化
的力量，搭建起人與人之間理解和尊重的橋樑，
「無論是內地、香港的年輕人，還是中國與世界
各地的朋友，我相信通過文體藝術的紐帶，都有
機會跨越地域、語言的界限，相互學習，共同成
長。不管我未來從事什麼行業，走什麼道路，都
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內心的熱愛，為國
家發展、為香港發展盡自己的一分力。」

●姜霏梵參與公益活動為鄉村學校孩子們上課。

●李澤森與清華同學合影。

●李澤森(前排左站立者)與北京香港學生清華暑期音樂營的同學一起演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A11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2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10月2日（星期三）

2024年10月2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簡 旼之之體驗國情體驗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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