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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商共建廣東自貿區
友好協粵外商公會辦講座 招玉芳戴德豐唐英年譚惠珠盧文端等赴會

與會的尚有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劉曉
捷、省港澳辦主任廖京山、廣東自貿

辦主任鄭建榮等。招玉芳會上表示，友好協
進會與外商公會長期以來對粵港合作、廣東
經濟發展給予關心和支持，廣東自貿區建設
過程中，大家更視之為自己事業般的「用
心、用力、用情」，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
戴德豐作為全國政協和廣東省政協「雙料常
委」，利用一切優勢和資源向國家和廣東省
提案支持。

招玉芳鄭建榮戴德豐致辭
招玉芳續指，廣東自貿區掛牌至今已3個
月，戴德豐帶動其他企業進入自貿區，一舉
一動影響着周邊企業，至今已有19,000家企
業登記，來自國內外和港澳企業大量湧入，
證明大家是看好自貿區的。自貿區未來合作
首要依靠戴德豐、兩會和其他5大商會，因
此藉此行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共同探討
自貿區的建設和運作。
鄭建榮也指，廣東自貿區為企業提供投資

便利化、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航運開放
等多種好處，現時每日有150家企業進入，
說明企業看好自貿區，未來願意安排大家進
一步了解片區情況。
身兼友好協進會會長和外商公會主席的

戴德豐表示，兩會為推動自貿區建設作
出了很多努力，不少省政協委員都發揮
很大的作用。友好協進會更專門成立經
濟事務委員會，在唐英年主持領導下開
展很多計劃，皆因大家對廣東特別有感

情。廣東自貿區掛牌後，反應很好，現
時每日有150家企業進入，相信未來會有
更多，他對此充滿信心，亦相信廣東發
展前途無限。

唐英年：以務實態度推動粵港合作
唐英年指，香港與廣東具有地緣、人緣關

係，未來粵港合作將會朝向務實、進取、具
體的方向進行。廣東自貿區雖比上海自貿區
較遲成立，未來卻會比上海發展得更快更踏

實，這也充分展示大家以務實的態度推動粵
港合作。
唐英年認為，未來香港可以發揮服務業優

勢，因為廣東對服務業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現時服務業佔廣東GDP46%，未來會超過
50%，再大步踏入60%。他又說，香港現時
累積1萬億人民幣，出路卻有限，未能完全
發揮以錢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希望未
來通過自貿區將這股力量釋放出來，令粵港
經濟、粵港社會、粵港人民得益，及進一步

提升企業、經貿和科技發展。
座談會上討論熱烈，大家就香港專業界

進入南沙片區的稅務優惠、專業認證，香
港金融機構如何進入自貿區，如何協助香
港年輕人到自貿區創業等不同合作範疇進
行討論。
廣東外商公會首長包括劉宇新、郭澤偉、

鍾立強、雷勝明、陳厚威、鄭合明、劉劍
明、吳哲歆、容冰、朱穎恒、劉子龍、何定
國、蘇偉昇等赴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友好協進會與香港廣東外商公會

昨日在友好協進會會所舉行「粵港

合作、『一帶一路』和廣東自貿區

建設座談會」，廣東省副省長招玉

芳率多位省領導參加，藉此聽取香

港企業家對如何進一步推進粵港合

作、自貿區建設的意見和建議。全

國政協常委戴德豐、唐英年，全國

人大代表譚惠珠，全國政協委員盧

文端以及兩會首長赴會。

華夏基金助內地培訓急救人才

■7月28日，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主席蔡少偉(左五)一行到訪香港文匯
報，獲本報總經理歐陽曉晴（右四）、副總經理張錦川（左四)等熱情
接待。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子京 )鑑於內地的急救培
訓人口比率只有0.81%(歐美國家是20%左右，香
港是17%)，為此，華夏基金會希望能運用分佈於
全國各省、市的100多所華夏項目(衛生類)學校的
現有資源，在全國全面推動和開展普及培訓急救
人員的工作，在不花費大量資金的前提下啟動項
目，通過內地華夏項目學校協作會的管理平台，
成立『華夏急救培訓聯盟』機構，持之以恒地、
自給自足地開展全國普及急救人員培訓計劃，期
望通過6年共同努力，令中國經過急救培訓的人
口比例從0.81%提升至2%。

楊釗李家傑各捐百萬人民幣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及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副
主席李家傑都對此項善舉表示大力支持，十分願意
參與此項對13億人口大國具有重要意義的、能拯救
人生命的醫療急救知識普及推廣工作，他們各向華
夏基金會捐贈善款100萬元人民幣，用於啟動此項
聯合急救培訓工作。
該計劃第一期將先在地處東、西、南、北、中
的哈爾濱衛校、大理衛校、重慶醫藥高等專科學
校、內蒙古赤峰衛校和鄭州衛校設立5個試點，
總結經驗後再向全國全面推展。計劃以落實各項
急救培訓課程的統一標準國際化教材，統一標準
的導師培訓，統一標準的學員考核和頒發證書。
計劃的第一期首先培訓5所院校的30名高級導

師，然後對各自衛校的師生進行急救培訓，繼而
對本市、本省的各大中小學幼稚園的校醫、體育
教師，以及消防員、拯溺救生員、列車員、老人
院護理員、導遊、家庭傭工等特殊群體進行培
訓，進而拓展到普遍市民，並持之以恒地、自給
自足地開展下去。第二期將增加10所院校參與，
而第三期將再增加15所院校參與。計劃兩年內在
內地的30個省市設立30個華夏急救培訓中心。
華夏基金會於1982年在香港成立。30多年

來，在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期，為內地教育和醫療
衛生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對中華慈善
事業產生了廣泛影響。基金會以「為國家培養技
術人才」為宗旨，以配合國家的高速發展。至
今，基金會在國家教育和醫療衛生人才培養等領
域，提供的無償援助資金已超過2億多元人民
幣，華夏項目學校達300多所，遍佈內地的31個
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香港友好協進會與香港廣東外商公會舉行「粵港合作、
『一帶一路』和廣東自貿區建設座談會」。 莫雪芝 攝

▲招玉芳(中)與戴德豐(右)及唐英年交流甚歡。
莫雪芝 攝

海外潮企訪本報

粵書友組團來港尋訪老建築
不坐旅巴搭地鐵 深度體驗本土文化

香港的老街巷道裡多了一群遊客，他們和別的赴
港遊客不同，沒有乘坐舒適的旅遊大巴穿梭在

各個熱門景點之間，沒有在名店林立的廣東道、銅
鑼灣、中環「血拚」購物，而是入鄉隨俗地手持八
達通乘坐地鐵，在各個港式老建築前聆聽講解和攝
影留念。

青睞歷史文化
據了解，香港文化導賞活動三期下來已經有約80名

來自廣州、深圳、珠海等地的書友赴港體驗老建築文
化風情。「現在去香港僅僅購物已經不能滿足大家的
要求了，大家希望對香港文化有更多的認識。」羊城
讀書會會長伍錦時表示，羊城讀書會目前有2,000多名
書友，文化體驗遊的遊客基本都是書友以及書友介紹
的朋友，根據讀書會發佈的調查問卷，有74.6%的遊客
認為香港的歷史文化更具備吸引力，更青睞這種人文

體驗深度遊，尤其是暑假期間，這種方式更受家長推
崇，都報名說要帶上自己的孩子去香港進行這種文化
體驗遊。

夜宿活化項目
記者獲悉，每期的老建築導賞路線都是由「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推廣活動計劃」的統籌負責人蔡啟
光先生設計，遊客們大多居住在香港首座專門為徙置
公屋活化改建的「美荷樓」或裝修古色古香的「翠雅
山房」，置身其中體驗香港老建築文化。伍錦時介
紹，與人數滿員就啟程的觀光旅行團不一樣，每一期
從人員召集、路線設計和導師邀請都需要經過一個多
月的醞釀。「一般兩天一夜的行程人均團費控制在人
民幣1,000元以內，文化導賞團對體驗質量要求比較
高，人數少而精，每團控制在15到30人，而且團員一
般都需要有書友朋友介紹，然後對職業、學歷、閱讀

興趣等背景進行篩選，力求大家都是真正對文化體驗
有興趣的人。」

知名學者導賞
他表示，這種文化導賞團最有特色的是導遊，每次

都是邀請當地知名學者當嘉賓，導賞嘉賓對導賞地非
常了解，從事這一方面的文化研究，在行業內要有一
定的權威性。比如前幾期的香港路線導賞嘉賓就有
《被遺忘的歷史建築》作者陳天權、香港史學會總監
鄧家宙博士等，同樣的，在廣州、東莞等地老建築文
化之旅的導遊也都是知名攝影師或者建築文化學者
等。
據了解，由於今年是「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十

周年，因此澳門文化導賞活動也即將推出。伍錦時希
望藉文化旅遊為粵港兩地搭建起溝通的平台，也歡迎
更多的香港市民參與到廣東的文化之旅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實習記者

李穎怡 廣州報道）從3月以來，廣州「羊城

讀書會」組織了一系列老建築文化導賞旅遊

活動，其中珠三角書友圈組團赴港體驗老建

築文化已經連續舉辦三期，備受追捧，目前

正籌備新一期的暑期赴港親子文化遊。「香

港也有不少書友到廣州、東莞、開平參加了

老建築攝影采風。」羊城讀書會會長伍錦時

表示，希望能藉文化旅遊的方式搭建起粵港

兩地溝通的平台。

■■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紅衣者紅衣者））作為特作為特
邀導遊講解香港老建築文化邀導遊講解香港老建築文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羊城書友在港式老街巷中合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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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方怡 寧波
報道）2015年海外華裔青少年「中國
尋根之旅」夏令營浙江營寧波書法分
營日前在寧波開營，在為期11天的夏
令營活動中，來自意大利、加拿大、
美國、柬埔寨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
71名師生學習了語文、書法、國畫、
武術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還體
驗了包湯圓、做餃子、學編中國結等
民俗活動。
來自香港寧波公學的陳雅琪表示，

因為看了《舌尖上的中國》，讓她很
想近距離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從2012年夏天開始，香港寧波公學和
寧波第二中學的師生已開始參與夏令
營的所有活動。陳雅琪在代表全體書
法營員的發言中說：「要把我們從地
球上不同的角落動員起來，讓我們相
聚於寧波，要為我們籌備一個這麼大
型的國際活動，照顧我們的起居飲
食，為我們策劃每一個課堂，還要擔
心我們的健康和安全，他們要付出的
心力和勞力可真不少。」
據了解，海外華裔青少年「中國尋
根之旅」夏令營—浙江營寧波書法分
營已經連續舉辦多屆。在本次活動
中，營員們還探訪了中國已發現最早
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的河姆渡
遺址博物館。在寧波慈城古鎮，遊覽
了孔廟，體驗千年前先賢講學的課堂
模式，聆聽《論語》等儒家經典，感
受慈城刺繡文化。其間，營員們還在
寧波的紅牡丹書畫社學習了用毛筆繪
製牡丹。在紅牡丹書畫社社長姜紅升
指導下，二十多分鐘，一朵朵嬌艷欲

滴、別具異域風情的牡丹花初現營員筆端。
寧波市僑辦副主任趙駿表示，希望營員回去以

後，能夠將夏令營期間的「寧波故事」講給家人、
同學和朋友聽，努力成為住在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友
好交往的民間小使者，為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和世界
文化共同進步發揮積極作用。

■營員們展示自己畫的牡丹花。 本報浙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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