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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新跑道 為港青帶路
中心資助千人考察沿線發展中國家 了解當地事業發展機遇

顯「重要節點」作用
港促進中外合作

中心前日與李文俊慈善基金（下稱「基金」）
簽署協議，正式全面啟動兩者合辦的「香港

青年新跑道計劃」。兩個合辦機構代表，中心主席
梁振英與基金主席李文俊在兩個機構的董事，包括
前中策組顧問高靜芝、香港齊心基金會主席鄧爾
邦、專業聯盟主席劉炳章、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共同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協議。

李文俊基金捐千萬贊助
李文俊慈善基金將捐出1,000萬港元，全數贊助
學生參與「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預計受惠學生
約1,000名。參加的學生會到有具規模華商經營的
發展中國家，包括部分東盟國家、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中東各國及非洲各國探索體驗。計劃
目前已批出10間學校的申請，各探索團將在下個
月起陸續啟程。
「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香港中心」民心相通項目下，首個青年發展計劃，

計劃由該中心構思、發起及策劃，由李文俊慈善基
金捐資，由學校承辦及甄選學生。該中心將在籌備
過程中，協助學校聯絡各地華商企業，以及如有需
要，聯繫各國駐港領事館及中國駐外的使領館。

梁振英：經濟蓄勢待發
發起此計劃的中心主席梁振英指出，「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亞洲、中東和非洲的發展中
國家，經濟蓄勢待發，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倡議」下，港商及其他華商（包括僑商及中國內地
企業）的投資和經營的規模和產業類型不斷擴大，
這是大趨勢，也是香港青年新的就業和事業發展機
遇。
梁振英表示，計劃有別於一般的遊學計劃，重

點是考察華商的經營、工作和生活情況，讓香港的
青年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事業發展機
遇納入生涯規劃的考慮範圍內。
對於學生的要求，梁振英表示，參加的學生，不

一定要有考試能力，只要有進取心及辦事能力便可。
他說：「有些學生在學業上未必太突出，但肯闖敢
拚、願意『走出去』，可能在另一個環境，找到新的
和更好的機會，更能發揮自己的才能。發展中的國家
經濟增長速度高，有較多的機遇，香港的青年可以成
功走出一條新跑道。」

李文俊：為學生供「跳板」
在越南等「一帶一路」國家有投資的基金主席
李文俊指出，不少港人在「一帶一路」國家落戶，
需要很多的人才，擴大發展，為青年帶來更多的機
遇。基金全力贊助是次計劃，希望可助更多學生，
特別在香港較缺乏發展或上流機會的學生，擴闊視
野，探索適合自己的機會，並且為他們提供一個
「跳板」，為他們到這些國家工作鋪路。
「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至目前為止接獲十多間

學校的申請及查詢，預計首批出發的探索團會在12
月成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擔

任公司主席的「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香港中心」有限公司（下

稱「中心」），昨日公佈中心

首兩個「一帶一路」民心相通

項目，包括「香港青年新跑道

計劃」，以及「『一帶一路』

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見另

稿）。前者將為香港中學生或

大專學生，提供免費到「一帶

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考察探

索的機會，從生涯規劃視角了

解青年在當地事業發展的機

遇。

「 一 帶
一 路 國 際
合 作 香 港

中心」是以有限公司形式成
立的非牟利公司，宗旨是發
揮香港的「重要節點」作
用，促進中外合作。
首階段的工作重點是五個

「互聯互通」中的「民心相
通」，工作範圍包括促進香港
青年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倡議的體驗，對發展中國家的
人道主義援助，促進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以及在外地宣
傳「一帶一路」的合作和共享
本質等。
中心的功能主要是構思和發起

工作項目，盡量調動和借助本港
和各地的政府及社會力量，與其
他機構或個人共同執行。中心的
經費完全來自捐贈。
中心的董事會主席為梁振

英，董事包括高靜芝、鄧爾
邦、劉炳章、薛建平、張志
剛、劉鳴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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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隊助除白內障 中柬民心相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昨日與柬埔寨衛
生部、亞洲防盲基金會以及捐出流動手術
車的香港新家園協會等單位，簽署合作備
忘協議「『一帶一路』消除白內障致盲行
動」。作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下

的一個民心相通項目，中心將聯同基金
會、負責向磅湛省派出義務醫療隊的廣西
壯族自治區政府及香港醫生，以及捐出工
作車的柬埔寨香港商會，為柬埔寨磅湛省
因白內障致盲的民眾提供免費手術治療，
目標是消除全省的白內障致盲病例。預計

將惠及當地逾 1萬名因白內障致盲的民
眾。

梁振英：簽協議重要一步
發起此行動的中心主席梁振英表示，「今

天的協議簽訂儀式，只是向前的一小步，但
卻是重要的一步。此舉彰顯了我們（中柬）
兩國的友誼，並朝向同一目標為民眾謀幸
福。我相信在我們共同努力，磅湛省可以在
不久的將來，是柬埔寨全國首個零白內障致
盲的省份。」
梁振英表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華

商有更多到各國投資的機會，華商有責任為
投資地點的民眾出力，兼顧「企業社會責
任」，在所在地做好公益，讓當地民眾共享
「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這就是民心相通
的其中一個方面。
此外，他透露，中心未來集中在三個範疇

推動民心相通工作，包括人道主義、青少年
交流和文化藝術交流。「以上三項均為中心
未來工作重點，最終目標是讓各國人民知
道，『一帶一路』倡議除了盈利，讓各地民
眾都可受益亦很重要。」

謝鋒Sin Siya等共同見證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柬埔寨駐港總領

事Sin Siya等共同見證協議簽署。柬埔寨衛
生部部長曼本亨表示，「一帶一路」有關醫
療健康上的倡議在國際衛生合作上是一個新
里程碑，柬埔寨希望受惠於有關的「一帶一
路」倡議，繼而在不久將來把柬埔寨全國的
白內障消除。

李國堅：造福柬埔寨人民
向磅湛省無償派出醫療隊的廣西衛計委主

任李國堅致辭時表示，會以全廣西優秀的醫
療資源、選好派好醫療專家，與中心、基金
會、柬埔寨等方面，共同實施好醫療援助柬
埔寨磅湛省專案，造福柬埔寨人民，為增進
中、柬兩國友誼作出積極的貢獻。

孫國華：盼進行一萬例手術

負責執行是次滅盲行動的亞洲防盲基金會
會長孫國華談到行動目標時表示，希望能夠
達到在磅湛省進行一萬例白內障手術的目
標，期望在18個月至24個月內能實現為磅
湛省掃除白內障，為患者復明。如果結果令
各方滿意，可以在柬埔寨其他省份複製這項
目，以達到為整個柬埔寨消除白內障失明患
者的最終目標。

許榮茂：推社會共融理念
香港新家園協會則捐出1,000萬港元，用作

支付兩部流動手術車等開支。新家園協會主席
許榮茂表示，希望透過參與這次行動，將社會
共融的理念推廣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
令更多眼疾患者重見光明、重新感受世界的
美、重新投入生活和工作發揮所長。
根據亞洲防盲基金會的資料，目前全世界

約有1.9億名視障人士，失明人士約有3,140
萬，90%來自發展中國家，57%失明人士居
於亞洲（包括中國、東南亞及亞太區）。在
亞洲之失明人士，最多是由於患上白內障、
眼乾症及傳染眼病等而引致失明，也即是說
有三分之二眼疾是可以預防的。

■前排左起：曼本亨、梁振英、孫國華。後排左起：許榮茂、謝鋒、任瑞生、Sin Siya、
李國堅。

■梁振英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亞洲、中東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經
濟蓄勢待發。■左起：劉炳章、張志剛、梁振英、李文俊、高靜芝、鄧爾邦。

昨日是長者日，本港多種交通工具都向長者
提供乘車優惠，亦有許多商戶為長者提供特別
折扣和優惠，充分顯示出社會對長者的尊敬和
關愛。人口急劇老化是本港未來幾十年的長期
趨勢，政府需要高度重視並必須投放足夠資
源，帶動社會各界共同來應對。特別是既增加
對貧窮長者的經濟資助，亦要完善各種安老配
套措施，解決目前較為嚴峻的安老院舍和照顧
人手不足兩大難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為長
者提供全面的關懷和照顧方案，讓長者真正做
到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本港人口嚴重老化將是香港社會未來所不
可避免的大趨勢。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早前指
出，10年後將出現「高齡海嘯」，2016年全
港734萬人口中，65歲以上長者約116萬，
預料未來20年將倍增至237萬，預計到2050
年，每 7 名港人當中就有 1 人是 80 歲或以
上。因此，安老問題不能只在長者日才體現
出來，必須未雨綢繆，及早應對。上屆政府
對此給予高度重視，如對「長者生活津貼」
增加一層高額援助，並放寬現行津貼的資產
上限，進一步鞏固社會保障支柱；又將醫療
券受惠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加強醫療資
助，等等。現屆政府在落實這些措施的同
時，亦正在進一步研究改善對長者的長期護
理服務。由於不少長者都行動不便或有長期
病，加強對長者的照顧，除了經濟支援，其
實更重要的是長期護理及醫療服務。現在香

港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嚴重短板，簡而言
之就是設施和人力不足。

設施方面，根據香港人口老化現狀，應該每
年增6至7間安老院舍才足夠應付，但實際上
現時每年只能增加兩間院舍，若不加快進度，
到30年後每年要增加40多間才可滿足需求，
可見增加安老院舍刻不容緩。人力方面，安老
護理行業人手短缺持續多年，輸入外勞是不可
迴避的問題。羅致光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透
露，正研究以現金券的方式，資助獨居的長者
聘請外傭，有信心能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推行試
驗計劃。期待所有持份者應理性看待問題，本
着務實態度，積極溝通，務求盡早解決設施、
人手不足。

香港今天的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與長者過
往的貢獻密不可分，他們在青壯年時期，以自
強不息、永不言敗的獅子山下精神，辛勤努
力，不斷拚搏，創造了輝煌的成果。因此，政
府和社會都有責任和義務，讓長者得到應有的
尊敬及安享晚年。要做到這一點，既需要政府
不斷增加對長者安老的資源投放，以適應長者
群體越來越大，各方面需求越來越多的趨勢。
同時，亦需要社會各界予以充分重視，尤其是
企業界，更應在這個方面體現出更多的社會責
任，盡其所能，針對目前社會上存在的安老
「短板」，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回饋長者，真正
營造出一個尊重長者、服務長者的良好社會環
境。

全面應對人口老化趨勢刻不容緩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

基金（社創基金）創新項目公佈典禮，強調政府要
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創新角色，尤其要
利用創新思維去解決社會所面臨的大大小小的難
題。這個思路和做法無疑是抓住了香港目前所需要
解決的關鍵環節，提出了正確的解決方向和策略。
但關鍵問題是，政府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的資源，扶
持更多的創新項目，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尤其是
更多地培養及鼓勵青年人的創新精神，方可令到社
會創新的能量得以充分發揮，使到所面臨的社會問
題能夠以創新方式得以較好的解決。

社創基金是林鄭月娥擔任政務司長期間大力倡議
和推動，在2013年9月成立的。昨天是林鄭月娥首
次作為行政長官出席該基金的創新項目公佈典禮，
因而具有特殊的意義。林鄭月娥強調，在解決香港
社會所面對的難題時，必須運用創新的思維去發掘
不同的解決方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擔當兩個
方面的角色：一是促成者；二是推廣者。應該說，
過去幾年，政府通過促成社創基金的成立以及成功
的運作，在上述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例如，
社創基金資助項目的數目已達到83個，它們都是以
不同的創新方式，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更加多元化，
涵蓋「醫」、食、住、行等不同範疇，照顧受惠群
組多方面的需要，為弱勢人士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
機會。

不過，香港社會近年來所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多，
特別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以更大的力度來推
動社會創新，特別是要鼓勵青年人全面參與社會創

新實踐，既讓他們從中了解認識社會，培養對社
會的責任感，更使青年人充分發揮其熱情和創
意，更多地投入到社會創新領域。環顧全球，世
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社會創新方面，都非常重視
年輕人的作用。歐美的高等教育早有社會創新的
課程和實踐，美國史丹福大學設計了跨學科的實
踐項目，召集MBA、工程、設計、社會學及公共
行政的同學，走進發展中國家的不同社區，理解
他們關注的議題，提出創新點子和解決方法，並
盡量把創新服務的意念融入商業模式，讓項目得
以持續進行。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支持社會企業家組
織「愛創家」基金，也有一個為年青人而設的年輕
創新者計劃，它的口號是「敢夢敢做」，協助年青
人啟動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計劃。這些經驗都值得
學習和借鑒。

香港目前也有一些探索的個案，比如一群年輕教
育工作者創辦了自然學校，讓小學教育回歸大自
然，讓孩子在樹下上課，以尊重孩子的特質和差
異，為他們提供一個充滿學習動機和克服困難的空
間。總之，社會創新的精髓，應該是由政府投入更
多的資源，協助和釋放社會的智慧和能量，用新穎
和別具一格的方式，以解決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因
此，除了通過社創基金來推動之外，政府應該與社
會各界一起，共同創造出更多的社會創新形式，尤
其是為青年人提供發揮無窮創意和潛力的空間、資
源和機會，推動社會創新的點子落實及發揮良好作
用，讓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都得到創新方式的回
應，令到香港社會越來越和諧美好。

社會創新需要政府投入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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