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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习有啥不一样·上篇

台传媒记者元 萌

每年暑假，又到了实习见习的高
峰期。还未毕业的学生，初涉职场的
新人，带着青涩与困惑，主动或被动
地投入这股大潮中。他们可能会发
现，在高校的象牙塔之外，是另一个
新世界。

当然，不同年代的年轻人，对实
习有着不同的感受。有人说，实习的
几个月是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也有
人在如今的生活与工作中，找到了多
年之前实习的回声。实习是短暂的，
但学习漫长，在这段珍贵的人生经历
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80后：短暂的学习受益终身

“如果没有当年的实习，我可能
不会从事现在的工作。”

80后成墨，是一名文字工作者。
十几年前的实习经历，似乎已经是很
久远的记忆。

2010年，他从影视导演专业毕
业。当时学这个专业的年轻人，都怀
揣着电影梦或电视梦，希望能在更高
的平台施展才华。于是，毕业前的最
后一个暑假，他独自来到上海的一家
电视台实习。

“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实习。
一开始，我跟着栏目组，参与教育纪
录片的选题、审片等，主要看片子拍
得是否有趣，是否适合青少年观看，
后来也协助纪录片的拍摄和编导工
作。”但当时，他觉得这些工作都太严
肃了，自己的写作和拍摄才能，没能
完全发挥出来。

实习生和老员工之间，也好像隔
着一堵无形的墙。“绝大多数时候，实
习生要按部就班跟在带教老师后面，
遵循着他们的节奏和想法。实习生是
做不了主的，一闪而过的‘灵光’，好
像一下子就熄灭了。”

但是，他在这份不到两个月的实
习里，仍然收获了成长。不久后的第
二份实习，他去了杭州的一家都市
报，因为那里有适合他的文娱板块。
递上简历的那一刻，他又犹豫了，自
己能干好文娱记者的活吗？

事实证明，人一旦找到适合自己
的领域，就能如鱼得水。这条定律，同
样适用于实习。“十几年后，再回忆这
段实习经历，还能感到很自由、很快

乐，觉得很多记忆还是鲜活的。”
他还记得，当时报纸的文娱版

面，主要是报道音乐、书画、影视剧资
讯等内容。一开始，他跟着老记者跑
影视线，从前期宣发到中期探班，再
到后期的新片发布会、刊发影评等，
几乎深入到影视产业的方方面面。

在自媒体尚未兴起的年代，报纸
是大众了解文娱信息的重要媒介。

“哪怕是实习生，你写的东西，也会被
很多人看到，甚至记住。我当时写的
电影《锦衣卫》的影评，标题是《两块

‘胸大肌’，一身‘腱子肉’》，几乎一字
没改刊在了报纸上，还得到了老记者
的欣赏。这种被认可的感觉，现在还
记忆犹新。”

实习的几个月，他几乎跑遍了江
浙沪地区，“从那时候，我就意识到，
新闻是跑出来的。我也很享受这种自
由的状态，每天都能认识不同的人，
接触到新鲜的事件，特别是当你喜欢
的明星，近距离出现在面前，这种感
觉，就像做梦一样。”

短暂的实习，其实也是受益终身的
学习。他说，那时的实习很纯粹，没有什
么争取留用的“功利心”，只是慢慢转变
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也慢慢改变了看问
题的方式，“很感谢那次实习，让我知道
自己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人。”

90后：主动“卷”实习

90后格子，还会想起五年前，那
个实习的夏天。

“我当时在上海读研究生，研二时
学校会安排学生去对口单位实习。”她
回忆，当时可选的有五六家出版单位，
她想去的高校出版社只有教辅和图书
营销部门，“感觉并不适合我。”

但她还是去教辅部门试了一周。
第一天，带教老师拿着厚厚一沓校样
给她，告诉她这是一周的工作量，来
不及可以带回去慢慢看。这份校样，
是初中数学习题集，“我翻了几页，横
看竖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一整个
下午，我就盯着这些数学题发呆”。

捱到下班，格子偶然在办公楼里
发现文艺生活部的办公室。回到学
校，她就打开招聘平台，发现这个部
门也在招实习生。她投递了简历，没
多久就收到回复。

“哪怕是实习，我也不想在不擅
长的领域浪费时间”，经过新部门的面

试和原部门的沟通后，她如愿以偿转
到文艺生活部，开始四个多月的实习。

与书相伴的日子，真的很快乐。
每天7点乘着校车，从郊区赶往市中心
的实习地，做最早到办公室的实习生。
早上先校对书稿，这是一项考验细心和
耐心的活。然后把新书上架到豆瓣主
页，写写书评帮新书做宣发。还要处理
一些收寄图书、拍摄新书样图等杂活。

“在这之前，我想象中的出版从
业者，可能是做案头工作为主，其实
并非如此。”格子说，图书编辑也要经
常外出跑活动，做新书发布会、读书
会、诗歌音乐现场等有意思的文化活
动。作为实习生，也会参与其中。

格子也第一次以实习生的身份，
参加了那年的上海书展，“为了更好
地宣传我们的书，提前做了不少功
课。但读者问到冷门的书籍，还是会
答不上来。从幕后走到台前，虽然是
短短几个月的实习，也让我锻炼了与
人交流的能力。”

椒江的小徐，前不久研究生毕
业于西交利物浦大学管理学专业。
在这之前，她从苏州回到老家实习
了三个月。

她说，到了研二，课程基本修完，
就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虽然
学校对实习没有硬性要求，但身边的
同学几乎都在“卷”实习。

有的同学，舍不得放弃在上海名
企实习的机会，每天通勤往返苏沪两
地。也有同学，为了争取更长的实习时
间，选课时费尽心思，特地空出完整的
时间。学校也会为就业实习提供机会

和平台，聘请业界人士作为校外导师。
小徐实习的地方，在台州科技城

综合区，是一家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
公司，“因为之后打算回台州工作，所
以找了这份离家近的实习，提前感受
一下这边的工作环境和氛围。”

这份实习是她在招聘网站找到
的。要找和专业完全匹配的实习，并
不容易，只能退而求其次，尽量找与
专业关联度大的实习岗位。

她实习每天要做的，主要是在领
英、猎聘等平台上物色合适的人才，
并辅助做好人才申报工作。“我所做
的工作，就是在用人单位和人才之
间，搭一座桥梁，类似于平常所说的

‘猎头’。在这份实习中，我学到最多
的是如何与人打交道。”

她回忆，上一份在国企的实习，
做的是文员工作，整天都是和文字、
表格打交道。而这份实习，每天都需
要和不同的人沟通，对接各种信息，
需要足够的专注和耐心，才能确保在
工作中不出错。

“现在的实习，是为今后的正式
工作铺路。虽然经历过的实习不完全
与专业对口，但是从中学到的工作方
式是相通的。”小徐说，“与实习待遇
相比，自己更在乎的是实习质量，以
及能否从中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00后：离理想越来越近

“我和身边的同学都觉得，实习
这一年，会是这几年来最好的时光。
它意味着大学生活的结束，我们暂时
从学业压力中解放，有的工作，有的
继续深造，是一个新的开始。”

临海的尤梦珍，温州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刚在6月结束了一
年的实习期，今年9月去浙大读研。

“对于医学生来说，见习和实习
是不同的概念。大四时的见习是学校
统一安排在医院里观摩学习，而大五
时的实习是在医院里干活，会跟着带
教老师接触到实际病人。”见习与实
习，是每个医学生的必经之路。

每天的实习，几乎都是固定的日
程。早上 8点或者更早就要交班，交
代夜间病人的情况。然后跟着主任查
房，遇到一些疑难病症，主任医师会
向实习生进行讲解。给病人拆线、换
药之后，基本是上午 9点多了。如果
有手术，再出手术室大门已经是十几

个小时以后，一天基本上就过去了。
“我们当时每个科室都会轮两

周，前后去了20多个科室。在学校发
的实习手册上，每个科室的带教老师
都会给我们点评、打分。我们写的所
有的病例，做了哪些操作，也都会记
录在上面。”这一年的实习，尤梦珍参
与诊疗 300余位病人，独立及辅助操
作 1000余次，慢慢地，与自己的职业
理想越来越近。

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刚实习的时
候。当时刚学习接诊，询问患者个人
病史时，总是很难一次性问全，要反
复跑病房再三询问。经过一年的实
习，她逐渐找到了与形形色色的病人
交流相处的方式。

她还记得实习没多久时，有一位
阿公是肠癌术后患者，需要每天给手
术切口换药。“阿公夸我说，之前别人
给他换药，伤口会渗水，一天纱布都
会湿好几次，我帮他换药，纱布能保
持一整天。这个时候真的很有成就
感，自己得到了患者的认可。”

尤梦珍说，实习之前，总感觉自己还
是学生。经历了实习，似乎真正完成了身
份的转换，感觉自己是一名医生了。

来自安徽芜湖的孙庆川，00后，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护理学专
业学生。今年 5月，她开始在台州医
院长达10个月的实习。

她说，实习轮岗，基本上一个科
室待一个月，会换不同的带教老师。
目前，她已经先后在消化内科、古城
街道社区医院输液室和检验科、中医
护理门诊实习，“下个月应该会安排
进手术室，很紧张，又很期待”。

正值夏季，每天来往中医护理门
诊“冬病夏治”的人络绎不绝，在这里
实习的年轻人，也是最忙碌的时候。
在带教医师的指导下，他们熟练掌握
了拔罐、艾灸、姜灸、贴三伏贴等技能。

每天 8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
印出一天的任务清单，简单的先完
成，困难的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操
作。“在中医护理门诊，没有什么病人
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搓三伏贴用的
药丸。或者来往药房和门诊之间取
药、发药，各种中药饮、酸梅汤、足药
包等，最近需求都很大。”

因为实习，她也提前过上了“养生”
的日子。每天早早起床，从宿舍走到实
习地还有一段山路。晚上回到宿舍，会
和室友们一起拔罐、泡脚，组养生局。

这是一段苦中作乐的时光。
住院部比门诊更忙碌，她一天要

兼顾十几个病人。在输液室实习的那
一周，她拔针时不小心刺伤了自己，
担心得一晚上没睡，后来抽血化验才
安下心来。独自在台州实习，有时无
法和当地人自在地交流，她也会有委
屈得偷偷抹泪的时候。

“但是在这里，每天接触和学习的，
都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收获很多。”走
出学校的她，正在前往未知的世界。

实习季，不同年代的回忆与收获

台传媒记者林 立

台州，是许多珍稀鸟类钟爱的栖
息地。

那你知道飞翔穿梭于台州不同
地区的鸟类，都有哪些吗？包括台州
在内，全省又分布着多少种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呢？

7月 9日开始，台州市博物馆变
身“自然公园”，“与飞鸟共栖——台
州和它的飞鸟朋友”及“‘浙’里有宝！
浙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题
展”（台州站）联展同时举行。

大自然的风，迎面吹来。

台州是飞鸟的朋友

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随着台州
自然生态资源越来越丰富，鸟儿也用
美丽的羽毛和清脆悦耳的鸣叫，装点
着这片土地。

可是，灵动的鸟儿跳动在台州的
山水湿地之间，普通市民即使有心观
鸟，也鲜有近距离观察它们的机会。

让飞鸟之美触手可及，正是台州
市博物馆举办“与飞鸟共栖——台州
和它的飞鸟朋友”展览的初衷。

“此次展览由台州市博物馆、浙
江省自然博物院、台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接力出版社共同主办。浙江
省自然博物院的展览品牌‘飞羽之
美’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地域界限，
来到台州。引进该展览后，我们进行了
大量的本土化改造，以更好地与台州
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相融合。这一
过程不仅保留了原展览的精髓，还增
添了许多与台州息息相关的元素。从
展览名称‘台州和它的飞鸟朋友’就可
以看出，这是述说飞鸟们和台州的故
事。”台博展览陈列部主任程龑介绍。

走进台博一楼临展厅，即可看到
可爱的原创动漫形象“台博鸮”。这只
睁大双眼的猫头鹰可爱醒目，灵感来
自于台博文物藏品“汉鸮尊”。展厅地
面、独立柜和墙面上都贴着由“台博
鸮”主导的指示标，访客将在它的指
引下依次欣赏“向台而行·台州”“飞
鸟涌现·标本”“艺鸟百态·绘画”“观
鸟掠影·摄影”四个篇章，感受鸟类的

自然生态以及艺术之美。
本次展览有别于纯粹的科普展，

而是一场更富有故事性的探寻。台博
得到了曾获少儿类“中国好书”《我的
飞鸟朋友》科普绘本的独家授权，将
不同主题的鸟类之美进行有趣串联。

“向台而行·台州”通过丰富的图
文、标本告诉大家，台州之所以赢得
众多鸟类的“好评”，靠的是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飞鸟涌
现·标本”讲解了详细的鸟类标本制
作和骨骼解剖知识，以栖息地类型和
生活习性的不同为标准进行划分，重
点展示了走禽类、涉禽类、鸣禽类、游
禽类、陆禽类、猛禽类等鸟类标本。“艺
鸟百态·绘画”通过卢济珍、曾孝濂、朱
小元以及保冬妮等人的作品，用故事
线来串联朱鹮、长耳鸮、疣鼻天鹅等与
台州关联度比较高的鸟类故事。“观鸟
掠影·摄影”则获得著名摄影家“鸟叔”
储伏龙授权，展出他在台州拍摄到的
美到让人惊叹的珍稀鸟类。同一篇章
展出的，还有《我的飞鸟朋友》的作者
保冬妮创作的观鸟摄影作品。她不仅
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的观
鸟达人和观鸟摄影大师。

本次特展最大的特色，就是沉浸
式体验与多元化活动。

参观者除了观赏鸟类标本、阅读
图文，还可以坐在亲子绘本阅读区，
在 140位飞鸟朋友的环绕下，沉浸式
地阅读飞鸟故事；也可以在打卡点共
享爱护鸟类的知识；立地而置的台州
飞鸟名录，记载了 200多种在台州栖
息的鸟类，参观者可以记录这些信
息，结合“向台而行”推荐的观鸟胜地
前往打卡。

除了静态展出之外，7月12日晚
上 7点，台博还将举行由台州市爱乐
少年合唱团精心策划的“山海与乐齐
飞”主题音乐会；7月21日，绘本作家
保冬妮老师还将光临台博现场，以绘
本文学作家的视角和笔触，为孩子们
带来生动有趣的飞鸟故事。

“台州市爱乐音乐团的老师们在

充分了解展览内容后，搭建出‘山、
海、鸟、乐’四个乐章，其中有《布谷
鸟》《我是一只小小鸟》等与飞鸟有关
的歌曲，也有其他动听的和山海美景
有关的曲子，这是一个专门为特展量
身打造的精品音乐会。博物馆的艺术
教育、美术教育居多，音乐教育较少。
然而，音乐教育对孩子的情绪价值有
更直接的作用，用音乐会作为配展活
动，让青少年观众们在观展之余，能用
欣赏音乐的方式沉浸在飞鸟世界中，
同时也为爱乐合唱团的孩子们提供
了一次特别的锻炼机会，有意思，更有
意境。”台博宣教部主任项超英说。

“浙”里的动植物都是宝

在一楼赏完飞鸟，迈步走到二楼
临展厅，即可走入浙江省特有的珍稀
动植物构成的美丽世界。

我们的生活宛如一幅细腻的织
锦，一针一线都紧密地与自然生态相
连。大美山水的浙江，更是动植物们

生活了亿万年的家。
“‘浙’里有宝！浙江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保护专题展”（台州站），分
为认识篇、珍宝篇、成果篇以及尾声
四个篇章。

精美的华南梅花鹿、中华穿山
甲、豹猫、小黑熊等国家一级、二级重
点保护物种的标本，以及国家一级、二
级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描绘着浙
江大地上曾经丰富多元的生态之美。

保护工作者通过辛勤研究、不懈
探索和对自然界深刻的洞察，这些年
结出了许多人类智慧与自然奇迹交
织的成果。

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
燕鸥，经人工招引技术，从 2010年的
不足 50只增到 2022年的 200多只；
普陀鹅耳枥——曾经的“地球独子”，
经过 40多年的精心培育，已经从单
一的原生母树发展成为一个繁茂的
野外种群；德清县下渚湖实施的人工
繁育与种群重建计划，成功填补了我
国南方朱鹮分布的空白……

“东方宝石”朱鹮、“神话之鸟”中

华凤头燕鸥、“植物活化石”百山祖冷
杉，在浙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共同
绘制着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这些种群的复苏，仅仅是浙江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一个
缩影。在“浙”里有宝专题展上，还有
更多精彩故事等待您的发掘。

在观展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现
场体验台面磁吸拼图游戏，还可以在
留言区畅所欲言，分享参观过程中的
感悟和收获，或是对未来的生态保护
事业提出建议和期待。

程龑介绍，这次展览由浙江省
自然博物院授权引进，得到了浙江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总站、台州
市山海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以及台
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的大力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大家
认识到什么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怎样去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以及浙江在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抢救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
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珍稀濒危物
种的重要性。”

台州有哪些飞鸟朋友？浙江有多少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台博暑期大展，告诉你答案

尤梦珍的实习手册尤梦珍的实习手册

尤梦珍操作练习尤梦珍操作练习

孙庆川在中医护理门诊实习孙庆川在中医护理门诊实习。。
（（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本文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浙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题展展示了多个珍贵物种标本。 台传媒记者杨 辉 实习生池 糖摄

学生团队参观博物馆展览。 台传媒记者杨 辉 实习生池 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