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港青盼大灣區建社工合作機制
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廣州舉行 三地簽人才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與創新」青年人才廣州交流會（下稱「大灣區青年交流會」）在廣

州舉行，來自粵港澳三地的法律、會計、金融及社工志願者領域的

180多名青年專業人才和與會專家，就青年融入大灣區進行探討並建

言獻策。與會青年普遍認為，三地合作重經濟輕社會服務領域合作，

盼成立三地社工合作機制，讓港澳社工服務融入灣區。本次大灣區青

年交流會，開展一系列走訪和探討交流

活動，包括大灣區青年發展政策專家報

告會、政府政策宣講、青年圓桌會議、

主題分享，並簽訂《青年交流合作框架

協議》。

《協議》重點項目
青年發展和創新創業：
建立知名企業家、創業家、高校學者和行業
專家組成的青年創業導師庫，共享各地青創
大賽成果，共建大灣區青年就業創業孵化基
地。

青年專業人才合作交流：
推動金融服務、會計、法律、教育、醫療、
建築測量、青少年事務社工、工業設計及文
化創業等行業的青年專業人才開展項目合
作。

青年發展問題研究及調研成果共享：
開展青年問題研究，共享研究成果。

推動大灣區城市群青年團體深度交流：
加強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交流聯繫，發揮各自
團體優勢資源，深化青年團體業務開展和深
度合作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在當天的青年圓桌會議上，三地法
律、會計、金融及社工領域的青年

在談到大灣區內發展機遇，普遍認為潛力
巨大，但也存在一些掣肘。來自香港青年
聯會的張鎮楓是香港註冊律師，目前負責
公司法務工作。他指出，在幫助內地企業
做融資時，需要到當地外匯管理部門做登
記備案，在某個地方可能很容易做到，而
另一個地方又十分複雜，難以成功辦理。
「可能是與各地對政策理解不一樣，又或
者難以找到當地合適的合作律師協助，都
會導致這種局面出現。」

一些領域應採用香港標準
對於當前北上發展存在的問題，港澳青年
普遍認為，搭建行業合作交流平台十分重
要。港青顏雋、汪洋參與了社工及志願服務
界別的討論。討論認為，目前政策多傾向經
濟領域，推動社會服務領域的配套政策較
少。他們建議，如果能夠成立一個大灣區社
工工作協調組織，建立合作機制，能夠讓香
港社工服務更好融入大灣區。
來自法律界別的港澳青年亦有類似呼
籲。他們建議在建立大灣區法律服務人才
庫、定期舉辦專業論壇、建立青年律師聯
席會議制度、設三地律師異地實習計劃等
方面搭建合作平台。
在香港安時利（中國）醫療有限公司

工作的敖振銘表示，公司有項目與香港中
文大學合作，研發脊椎側彎的手術機器
人，裡面需要金屬材料的植入。他說，在
香港和澳門，只需要醫生簽名和相關證明
就可以進入市場。不過在內地，就要求更
多種認證，「拿齊認證至少等三、四年時
間，每一分每一秒對科創團隊來說都是非

常重要的。」他呼籲，大灣區發展在醫療
領域認可香港標準。敖振銘又表示，大灣
區在人才引進方面，可試行讓港澳人士每
周進入一次內地的短期模式，現時規定港
人作為引進人才，需要三分之一時間在內
地工作，很多人會畏懼「長時間」的承
諾。

宣傳不足致行動意願緩慢
不僅香港青年希望融入大灣區，大灣

區內企業也對港澳人才求賢若渴。廣東萬
丈金數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李廷威稱，
公司與香港中文大學有交流合作，每年均
有實習生到公司實習。「但目前大灣區的
交流還是偏零散，希望讓港青與內地企業
的交流變得更為常規。」他表示，作為大
數據金融公司，香港在金融上有很多領先
的地方，希望與香港專業人才保持密切聯
繫。
香港明匯智庫研究助理賴家智表示，

去年調查發現，香港有超過一半青年人不
了解大灣區情況。他表示，目前在大灣區
政策宣傳上，會計、金融、法律等專業服
務的宣傳比較多，但針對IT信息技術領
域的宣傳相對薄弱。他認識很多「技術
宅」港青對到大灣區發展意興闌珊，希望
可以有更針對專業領域的政策宣講。
為建立三地青年更深入合作，當日，

大灣區內11個城市的青年社團組織，共
同簽署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創新」
青年人才廣州交流會合作框架協議書》，
以促交流合作機制的建立。
據悉，該框架協議是對2017年廣東省

青聯牽頭簽訂《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行動框
架協議》的進一步落實和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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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當日，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
張光南副教授、香港明匯智庫顧問暨嘉
華分別介紹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政
策，《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指數》研
究成果。
在張光南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

方面代表着未來、潛力，這與青年是最
為契合的。大灣區的發展，能給青年群
體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他建議，三地要對接產業政策，就要

解決公平和發展的問題，大灣區的產業
政策應該往支持潛力產業、中小企業、
青年群體這三個方向發展。在他看來，
政策支持潛力企業、中小企業，則意味
着所有的企業都有發展機會；而扶持青
年群體，則代表着未來的發展潛力。
暨嘉華表示，如何讓香港青年對國家

經濟層面的認知與對社會文明層面的認

知趨於一致協調，是今後香港青年工作
的一個着力點。「推動香港青年在內地
成長、發展，形成一定的關係網絡，能
更加有效地促進香港青年對國家形成正
面認知和態度取向；其次要創造有利於
香港青年來內地就業的機會和條件。」
在具體政策方面，暨嘉華建議政府要

積極研究，給予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人
士內地居民身份證（註明居住地為港澳
特區），讓其在大灣區內享受與當地居
民同等待遇。「從整體環境入手，讓港
人從身邊所接觸到的事物之中，真切地
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其次是建立一站式信息搜尋平台，針對
目前信息比較零散的情況，香港政府應
研究與青年團體合作，建立整合信息平
台，推出一站式信息搜尋平台，並推出
手機 App，方便市民及青年可以隨時通
過手機查找到相關的信息及政策。」

專家：給予港澳人士內地居民身份證

■昨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與創新」青年人才交流會在廣州舉行，來自粵港澳三地的法律、會計、金融及社工志願者領域的180多名青年專
業人才和與會專家，就青年融入大灣區進行探討並建言獻策，圖為青年圓桌會議成果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核算畝
產1,065.3公斤，創海南省水稻單產歷史最
高紀錄。」昨日，專家對位於三亞水稻國家
公園的有機覆膜直播試驗示範田進行測產驗
收，測得畝產1,065.3公斤，是為海南省水
稻單產歷史最高紀錄。水稻品種則是袁隆平
團隊研發的「超優千號」。
當天專家組先考察了整個水稻示範田，

再隨機抽取1丘，用收割機實割實測。最終
測得收割面積為497.9平方米，實收毛穀
835.9公斤，水分含量19.3%，加上機損
3%，扣除1%的雜質後按13.5%的標準含水
量核算，測得畝產1,065.3公斤。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現場驗收

專家組組長、海南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
究所研究員孟衛東介紹，海南水稻的生
育期較短且環境氣溫高，水稻取得畝產
千公斤的產量很不容易。
當天經過實地考察，專家組認為水稻

有機覆膜直播示範田「長勢好、穗大粒
多、落色好、抗倒伏能力強且豐產性
好」。因為在水稻全生育期不施除草
劑，一次性施肥，減少人工，專家們認
為水稻有機覆膜直播技術具有很好的應
用推廣前景。
據了解，水稻有機覆膜種植技術是指

在可降解的覆膜上打孔，將芽穀直接播
種的新型增產技術。與常規種植方法相

比，具有節水、保肥、省力等優點。
當天進行的測產驗收活動由海南省農

業科學院組織。

袁隆平「超優千號」水稻創海南單產紀錄

■昨日，專家測得「超優千號」水稻畝產
1,065.3公斤，創下海南省水稻單產歷史
最高紀錄。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遼寧
報道）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的4月份
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
情況統計數據顯示，遼寧丹東房價環
比上漲2%，漲幅首次領跑全國。這
一罕見的樓市動態引起遼寧省及丹東
市政府的關注。對此，丹東市政府接
連在本月 14 日、21 日晚間兩度發
文，出台了多項樓市調控政策，通過
劃定限購區域、提高首付比例等多項
舉措遏制投機炒房，支持剛性住房需
求。

買房合同備案滿5年方可入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丹東市委宣

傳部獲悉，該市7日內的二度發文，是
在14日首次出台「限購令」基礎上，
將非本地戶籍人員以及在本地無企業、
無工作的人員在丹東新區購房後交易時
間從自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備案滿2年

調整為5年，並規定需取得不動產權證
書後方可上市交易。
本次下發的名為《關於堅決遏制投

機炒房 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有關工作
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還
規定對非本地戶籍人員等在限制區域內
購買新房申請商業個人住房貸款的，首
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二套
首付比例提高到60%以上，貸款利率
上浮20%以上。
當地官方數據顯示，從今年4月末開

始，丹東新區短時間內商品房成交量
上升，價格上漲，有的樓盤成交量成
倍增長，價格明顯上漲。一份來自丹
東市住建委的網簽數據表明，進入5月
份，丹東新區商品房均價的波動範圍
總體保持在 4,800 至 5,100 元（人民
幣）/平方米之間，與4月末相比漲幅
20%左右，個別江景熱銷樓盤漲幅
30%左右。

丹東一周兩發「限購令」遏炒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