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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台湾

青年张博勋从小在厦门长大，身

为“台二代”，父亲在大陆发展的

经历他历历在目，见证了大陆的

快速发展，对于市场环境有更多

的了解。张博勋直言，有越来越

多的台湾青年希望能来大陆闯

一闯，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

想寻得一方圆梦的舞台。“我现

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台

青在大陆生活、求学、创业、就业

创造更好的条件。”张博勋说，他

遇到很多台湾青年，他们都希望

能在大陆找到更好的工作，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发展平台。

在刚刚落幕的海峡论坛活

动中，张博勋与不少首次来大陆

的台湾青年聊职业规划，谈未来

发展。在他看来，大陆举办的交

流活动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他能

够认识想要留在大陆的台湾青

年，能够辅助其更好就业，“这是

我之前成立公司的初衷，也是我

来参加活动的目的”。

张博勋也是厦门台商协会

台湾青年（人力资源）与产品营

销委员会副主委，常与协会青年

一起探讨，如何通过协会的力量

让更多来发展的台青能落

地。他建议，大陆台青在寻

求自身发展机遇、向岛内

亲友分享提供资讯的同

时，可以创造更多台胞

之间的交流机会，协助

台胞参与大陆发展、两

岸融合发展。“目前，这也

正是我们在努力做的事

情”。张博勋说道。

共育戏剧人才 赋能乡村振兴
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携手和君办学，今秋赣州祖地“招弟子”

晨报记者陈成沛陈怀安

台湾知名戏剧大师赖声川，

从2015年开始，每年七八月间，

都会带着《暗恋桃花源》《宝岛一

村》等经典剧作，回到祖籍地江西

省赣州市会昌县，与当地观众见

面。“看声川大戏”也成为众多剧

迷奔赴会昌的赏心乐事。

今年，赖声川与乡亲的见面

方式，与往年有所不同。他与落

户会昌和君教育小镇的和君职业

学院，合办成立“和声戏剧技术学

院”，首批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专

业学生9月就将入学，开启“两岸

戏剧之缘”。而计划于明年1月

开幕的会昌戏剧小镇，将发展国

际化的会昌戏剧季、打造年轻化

的戏剧人才集聚区、建设市井化

的客家生活美学地。

两岸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赖声川与北京和君集团董事

长王明夫同是会昌乡贤，桑梓情

缘与故乡基因促成戏剧大师与经

济学家的此番结缘。2018年 3

月，王明夫回到会昌县白鹅乡梓

坑村，投资36亿元打造规划建设

用地 3000亩的和君小镇，以教

育、文化、旅游及关联产业为主

线，同时创办和君职业学院，把高

等职业教育办到乡村振兴的第一

线，依托教育所能吸引来的人才、

人气，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和君职业学院执行校长李兴

向记者介绍，作为全国第一所建

在革命老区村子里的全日制高

校，和君职业学院2021年首届招

生，目前在校生1700人，计划三

年达到在校生规模4000人左右，

五年达到在校生8000人以上，全

面按照职业本科设置的标准和要

求，为升本做好准备。

专业多元培育人才
据悉，今年和君职业学院开

设包含证券实务、研学旅行管理

与服务、稀土材料技术在内的

13个专业。其中，与赖声川合

作的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

举凡舞台美术、灯光、音响、人

物造型、数字媒体和电脑三维设

计等实务性系统化知识与操作，

都是“应学尽学”，希望通过完

善的产学合作，为上海上剧场和

后续会昌戏剧小镇的运营输送

人才。

此外，学院还与厦门乾照光

电联合设立“乾照学院”，培养

智能光电技术应用及光电显示

技术等方面人才。学院同时也

是厦门火炬高新区产教融合基

地。

钟灵毓秀，读书育人。和君

小镇运营总经理万志良表示，和

君小镇以教育为核心产业，搭建

平台，集纳四方力量，为当地发展

培养、吸引和输送人才，“将教育

产业及人才引入乡村，助力乡村

振兴，实现教育起源于乡村，又反

哺乡村的美好愿景。”

和君职业学院建在革命老区村子里，把高等职业教育办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创业热土 助力台青追逐梦想
在厦门的各行各业，不乏台青奋斗的身影。他们跨海而来，来到这片创业的热土追逐梦

想。来自台北的曹圣永跨界前来传承中医文化，台青张博勋来厦创办人力资源公司，为更多
台青“登陆”发展提供渠道……他们的故事也鼓励着更多台青走出舒适圈，踏海而来。

晨报记者陈翠仙潘薇

一张从台北到厦门的单程机

票，飞越的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改

变的是台青曹圣永的人生轨迹。

2017年，他“登鹭”打拼，把握住

大陆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新

机遇，乘势而上，从教培行业跨界

进入中医行业，在两岸间弘扬中

医药文化。

2017年年底，曹圣永

接受了公司将他派驻至厦

门分公司的建议，只身来

到厦门。来厦发展的决

定，可不是曹圣永一时兴

起。此前，他曾经来到厦

门进行参访，短短几天的

时间，他亲身体验了大陆十

几年来的飞速发展，除了与

台湾相似的文化、习俗，便捷的

电子支付等都让他印象深刻，也

埋下了“登鹭”发展的种子。

2022年，曹圣永所在的公司

缩减业务，他拒绝了调回台湾的

工作安排，毅然辞职留在厦门。

“我觉得如果就那么回台湾，我大

概率会后悔”。在他看来，厦门有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后来，曹圣

永加入了德曦中医，成为了运营

经理，弘扬中医文化。“在大陆，中

医越来越受重视，有很大的发展

前景。”曹圣永说道。

在教培行业积累的经验成为

了曹圣永推广中医文化的手段，

在他的推广中，古老的中医焕发

着年轻的生机。他把研学活动融

入中医里，经常举行义诊等活动，

邀请从业中医师讲解中医理论知

识以及在生活场景中的应用，还

开发了可以让大人小孩都跟着动

手做的DIY课程，寓教于乐。“我

们的活动让小朋友参与体验，抓

方、称方、包方；制作山楂丸、艾条

以及香囊、足浴包等。”曹圣永说，

希望让孩子们在学中做、做中学，

对中草药有正确的认识。

曹圣永还留意到，年轻人对

于养生的需求逐渐上升，针对这

一群体曹圣永也在积极探索，期

望推出更多符合需求的产品，进

一步提升年轻人对中医文化的认

同。未来，曹圣永希望能立足厦

门，把自己的运营模式和中医药

基本知识在两岸传播。

创新手段推广中医文化

台湾青年张博勋。记者潘薇摄

台青曹圣永通过研学活动，

传播中医文化。记者陈翠仙摄

为就业青年规划发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