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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一帶一路」經驗分享會

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一個

社會有前景，處於社會中的人

才會有前景。他回憶過往指

出，內地改革開放曾為香港社

會帶來巨大前景，現時有約30

萬香港人居住在北京、上海、

廣州3個城市，印證改革開放

曾為一代香港人提供了具吸引

力的發展機遇。而未來，作為

國家600個城市中最為國際化

的香港，享「一國」之利、

「兩制」之便，必將在「一帶

一路」中尋找到新的前景，為

即將畢業的學生及香港各行各

業帶來新的機遇。

梁振英致辭時說，不少年輕人畢業
後就業，經常問一個問題，應加

入哪個行業、加入哪間公司、未來前
景如何？他強調，每個社會都要不斷
思考社會的「前景」所在，社會有前
景，社會中的人才會有前景。

30萬港人現居京滬穗
梁振英回憶三四十年前的香港社
會，內地改革開放為香港社會帶來前
景，為不同學歷的青年人提供大量機
會。由於改革開放，相當多的香港專
業人士、金融人才及各方面行政人才
在內地長時間居住、工作。據不完全
統計，現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的

香港人約有30萬人。回頭看，內地改
革開放的確為香港一代人提供很好的
發展前景。

籲思考灣區帶來哪些機遇
他希望大家思考，未來包括本地大

灣區發展、「一帶一路」國家倡議，
可為香港社會帶來哪些機遇，為新一
代香港人，包括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大專生乃至中學生，在各個行業帶來
哪些前景？
梁振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包

括5個「互聯互通」，包括：政策、
設施、貿易、資金與民心的互聯互
通，可為新一代香港人提供很多新的

前景。要了解沿線60多個國家的發展
前景，除看書面材料外，還可找已在
沿線國家開展不同事業的香港人，聽
聽他們現身說法。

港擁「一國」之利「兩制」之便
他又說，香港是國家600多個城市

中最國際化的一個城市，香港有「一
國」之利、「兩制」之便，亦有兩文
三語的優勢，在國家推動「一帶一
路」倡議的過程中，香港有優勢。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梁振英回應一

名年輕人提問時表示，香港的專業服
務在內地發展很快，尤其在廣東省。
2016年是香港服務業在內地發展的重

要一年，尤其在會計、建築等行業。
他指出，「一帶一路」知識聯通很重
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與內地的發展機
遇相結合，對提升內地企業的實力有
很大幫助。
分享環節，來自不同行業的4位嘉

賓包括：香港新銳建築師羅發禮、女
企業家蔡群力、IT人趙子翹、律師陳
智聰就各自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發展經驗作分享，並鼓勵年輕人走
出香港，勇敢追夢。
分享會由特區政府「一帶一路」辦

公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展局、
教育局、民政事務局合辦，香港菁英
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協辦。

「帶路」新機遇 港尋新前景
特首：內地改革開放印證 港青可出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
在禮賓府與江西省省長劉奇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
見。
梁振英表示，香港是江西首要外資來源地，兩地經貿關係
密切。他指出，江西可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
營商優勢，加強推動當地企業「走出去」。
梁振英又指，國家現正全力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特區
政府會積極把握龐大的發展機遇，期望港贛在各個合作範疇
繼續加強聯繫，推動兩地交流發展。

特首會江西省長
冀加強港贛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甘瑜）反
對派為其政治目
的，事事抹黑特區
政府，更將特首梁
振英說得一無是
處。不過，在興建
三跑和研究在郊野
公園邊陲地帶建屋
都與梁振英持相反
意見的天文台前台
長林超英，近日在
接受報章專訪時就肯定梁振英在環保政策方面
的政績，包括大讚他在任內落實到垃圾徵費、
大嘥鬼的宣傳做得好，競選時的環保政綱，也
是「交功課幾齊全」。林超英說，大家都是愛
香港的人，意見不同亦可並存。若以100分為
滿分，他認為勤力且關懷基層的梁振英有80
分。
林超英近日接受《蘋果日報》訪問，評價梁

振英任內表現。曾為梁振英撰寫環保政綱的林
超英說︰「逐格剔，基本上份政綱每一格都有
嘢發生過，（梁振英）交功課都幾齊全。」他
特別提到現屆政府落實了垃圾按量徵費，對比
上屆政府不提有關議題，今屆政府做了很多工
作。

「大嘥鬼」宣傳超越垃圾蟲層次
他坦言，政策需要醞釀、向市民解釋，而今

屆政府做了很多宣傳，「好似大嘥鬼，連反對
嗰班都話做得好，已經超越咗以前垃圾蟲嘅層
次。」
被問及反對派聲稱梁振英任內「獨斷橫
行」，林超英認為，這是因為梁振英的一些政
策損害了「既得利益者」，故遭遇強烈狙擊，
希望令他「生活唔好過」、管治威信受挫、政
府官員畏縮。他認為，梁振英勤力、關懷基
層、不易沮喪，若評分會給予他80分的高
分。
雖然在興建三跑、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

屋的議題上，林超英和梁振英的意見相反，但
他認為，大家都是愛香港的人，只是出發點和
具體想做的事不同，並非不可並存，又強調各
自有不同意見，是香港言論自由的體現，但不
等於就會因此見面時「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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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We
Like HK」趁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舉辦「努
力有明天」勵志感人故事徵集比賽，宣揚港人
堅持不懈的寶貴精神。故事徵集比賽於昨日舉
行啟動禮及記者會，場面盛大，不少社會人士
到場支持。評審之一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勉勵市民銘記追求成功的過程，在為自己目
標付出汗水時，也要適當地扶持他人，強調團
隊精神十分重要。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兼行政總裁郭少明及世界女子桌球冠軍吳安
儀，亦分別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奮鬥歷程。

郭少明：莎莎由妻子兩萬元創業
評審及平台主要成員之一的郭少明坦言，莎

莎集團是由他妻子以兩萬元收購回來的化妝店
一步一步發展而來，他們當時每天到舖面賣化
妝品。憶及當初，他笑言男士賣化妝品比女士
更吃香。

「Cue后」曾迷失 享受桌球再振作
活動大使之一的「Cue后」吳安儀在台上憶

述自己的桌球路，坦言未奪世界冠軍前，她曾
於前年迷失方向，認為自己不適合走桌球路，
負能量使她無法集中精神打好每一桿，更逐漸
開始逃避桌球。她說：「後來教練鼓舞我要
stay present（活在當下），不要回想過去的失

誤，享受桌球帶給我的快樂，自此我便重新振
作，日夜努力練習，最終獲得成就。」
故事徵集比賽秉承平台「鼓勵全港市民發掘

及分享美好事物，共同感受香港獨特迷人之
處」的宗旨，分為個人和企業兩組，要求以不
多於1,000字記錄感動人心的故事，屆時大會
將從100篇作品中抽取20篇佳作拍攝影片，再
放到各大媒體平台讓公眾投票，選出8個得獎
者並於9月舉行頒獎儀式。
是次比賽獲中銀香港贊助。中銀香港總經理

曾錦燕表示，中銀百年來的經營理念與We
Like HK的理念一脈相承，多年來以客戶為中
心，與香港共同成長，「中銀正能量，香港好
能量。」她希望市民能積極參加比賽，以自身
經歷激勵他人，延續香港的拚搏精神。

勵志故事徵集賽 宣揚努力有明天

■勵志故事
徵集賽舉行
活動啟動禮
及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一帶一路』
的想法並不新鮮，
好多年前已經有很

多香港人在做。」本港新銳建築師羅
發禮於香港出生，自言得香港人「敢
於創新」的真傳，他年少時隨父親工
作調度赴外國求學，十幾年的外國求
學經歷，讓他實現建築師的夢想。他
表示，「希望年輕人追夢時不要只看
到香港，也可以多看看這個世界。」
畢業後的羅發禮回港任職建築師10
年，在一次突然的失業後自組公司，
開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
之路，亦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與
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
羅發禮說，香港是一個創新、有活
力的城市，這種「敢於創新」的特質
令他勇於走出香港，走進「一帶一
路」國家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機遇。羅
發禮1979年隨往倫敦工作的父親，在
外國求學的十幾年裡，身邊的同學來
自世界各地，讓他體會到開放及國際

性為倫敦這座城市帶來機遇。

「太能幹」被辭退 自組公司展抱負
回港後，羅發禮投身建築設計，工

作10年後於2002年被公司辭退，理由
是「太能幹」。或許香港地少人多，
很難施展抱負，羅發禮在與家人到迪
拜度假期間，感受到當地強大的發展
潛力，回港後自組公司，於2006年首
次獲機會為迪拜設計住宅建築。
在與世界級建築設計大師的競爭

中，羅發禮以「創新」脫穎而出，設
計了著名的「The Pad」大廈，大廈靈
感來源於蘋果數碼產品iPod，寓意現
代化的生活方式。

「有夢想，總有實現的一日」
此後，羅發禮不斷接受來自「一帶

一路」國家的邀請前往設計地標性建
築物。羅發禮與公司團隊2008年打入
印度市場，2012年打入俄羅斯市場，
2013年打入沙特阿拉伯。他勉勵年輕

人「有夢想，只要不放棄，總會有實
現的一日。」他又說，世界是年輕人
的，不要擔心會面對失敗，世界在等
你們出去闖。
年紀輕輕就接手家族生意的蔡群

力，巾幗不讓鬚眉於「一帶一路」國
家開拓「基建裝備」市場，經過多年
努力，已代表香港中小企業率先參與
到「一帶一路」標誌性項目「中巴經
濟走廊」的建設中。蔡群力的公司於2
年前上市，完成家族企業向現代化企
業的進化。
現時企業已走進全球23個國家及地

區，包括俄羅斯、印度、中東等國
家。「走向世界需要自我裝備，過程
中要面對許多困難，需要不斷調整適
應。」蔡群力回顧公司打入俄羅斯市
場時面臨重重困難，除要有過硬的產
品質素及售後服務外，亦要善於把握
機遇，蔡群力只憑藉一次機會便在俄
羅斯打開市場，贏得口碑，取得一席
之地。

她引用埃及對「一帶一路」的評價
稱，「一帶一路」是「改進版的全球
化進程」，注重公平、互惠、共贏，
希望香港創業者從中找到機遇，進一
步發展。
另外，還有從事IT行業的年輕人趙

子翹與年輕律師陳智聰亦從「一帶一
路」中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他們勉
勵年輕人走出香港，勇敢追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失業建築師組公司走進「帶路」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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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文憑試生
將於下月放榜，面對升學就業的抉擇。候
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晚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讀書是個人修養的增加，不贊成學
生在學習階段以畢業出路和賺錢為主要考
慮因素，認為人生漫長，有很多階段，求
學應以興趣先行，有興趣就會更加投入。
她又說，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認為
即使考生成績未如理想，亦不須因為一次
考試或一次找工作經驗的成敗得失而感到
沮喪，「要對自己有信心，不斷裝備自己，
迎接更好機會。」

讀書3招：專心切磋看資料
林鄭月娥前晚接受港台節目《奮發時
刻DSE》訪問，大談自己的讀書心得。
她說，自己讀書心得有三：一是上堂專
心、二是多和同學切磋、三是在高中時
多看參考資料，而最重要的是要專注做
好這三方面。對於現時的補習風氣，她
直言並不健康，認為年輕人應該要有時
間做其他東西，如體育、藝術或文化發
展、義工活動、領袖培訓。
談到選科應否看重「錢途」，林鄭月
娥就認為，不應在學習階段就以此為主

要考慮因素，應該要想興趣先行，「人
生那麼漫長、多階段，不需要那麼早這
樣想，市場也會變，有興趣會更投入。
讀書是個人修養的增加，希望、呼籲學
生以興趣為依歸。」

沒想「錢途」不讀法律讀社工
她又說，如果當年自己以「錢途」專
業為考慮，一定是讀法律，但自己從來
沒有這樣想，只是希望服務社會，故讀
社工，甚至在大學二三年班時轉讀學術
性的社會學。她並希望，家長可細心聆
聽子女的想法和興趣，鼓勵子女多元發
展、探索興趣所在，並予以支持。
讀書幾乎年年第一、仕途順利的她，

也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挫折經驗。林鄭月
娥說，自己在個別推動政策的過程中曾
有挫敗感，例如一些自覺想得通透、想
解決問題的政策，結果在政治上引起負
面迴響及猜忌，例如為香港建設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她說，這項目無論從香
港作為文化大都會、吸引遊客、為年輕
人開拓文化藝術工作空間都是大好事，
但做大好事的過程複雜、困難，「重要
國家文物要長期在港展出，很多地方都

在作此爭取」，自己也為此做了大量工
作，雖然調查顯示多數人歡迎，但卻引
來不必要爭議，「對自己如此投入做此
項目，是有點挫敗感。」
放榜在即，林鄭月娥亦鼓勵學生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不須因為一次考試或
找工作經驗的成敗得失而感到沮喪，
「要對自己有信心，不斷裝備自己，迎
接更好機會。」

林鄭籲學子興趣先行

■梁振英出席「一帶一路」經驗分享會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梁振英(右)在禮賓府與劉奇(左)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
交換意見。

■林超英 資料圖片

■羅發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認為，求學應以興趣先行，
有興趣就會更加投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