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創業創新 助青年上流
陳冬率隊調研灣區青創基地 盼打造港澳北上首選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19日至20日，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帶隊前往廣

州南沙、深圳前海，考察調研香港青年創業基地建設運營情況。在南沙，陳冬一行考察調

研南沙與港澳在青年工作上全面深化合作的情況，深入了解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服務平台建

設進展和成果。陳冬表示，期待南沙打造成港澳青年北上創新創業的首選地和全面融入國

家發展的中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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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部門負責中聯辦宿舍設備日常
維護。一些設備出現故障，需要聯繫專業
公司上門維修，因此在合作過程中我結交
了很多當地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冷
氣維修公司的老闆娘「阿琳」。

她，40來歲，個子不高，纖瘦的身材，
幹練的短髮，總是穿着工作服，印有公司
標識，乾淨而整潔。她很關心手下的同
事，沒有一點「事頭婆」的架子，不停地
奔走在地盤各個角落，指導解決技術問
題，提醒大夥注意施工安全，檢查各個環
節的工藝品質，有時還主動幫幹活的師傅
遞材料、拿工具、打下手，大家平時都親
切地叫她「細妹」。

「阿琳」很專業，技術精湛，工作認
真，服務態度好。有一次，我發現宿舍的
一台冷氣機一直無法啟動，從機身顯示是
主機電源缺電故障。我和維修師傅忙了一
個上午，把冷氣機的電源、電線、接頭、
觸點查了個遍，也沒找到故障原因。我意

識到這是冷氣機的疑難故障，於是，聯繫
「阿琳」盡快到場。她來後首先向我們仔
細詢問故障情況，然後從工具箱取出萬用
電錶，在機器上度了幾分鐘，接着說：
「係外機主板出咗問題，我一陣爬出去換
塊新嘅，你哋喺入面睇住部機。」我看了
看窗台下掛着的冷氣機，被寬度不足1米的
狹窄竹棚架包裹着，須從窗口爬出去。向
100多米高的窗下望去，只覺得頭暈眼花腳
軟，到如此高空的地方，通常是男人去作
業。我很是擔心，深深地為她捏了把汗。
「阿琳」看了看我，笑嘻嘻地說：「唔使
擔心，你知，我哋有專業資格，身材細
粒，上棚架更方便。最重要嘅係我比其他
同事更加熟悉呢個牌子嘅冷氣。」只見她
整了整衣服，繫上安全帶，挎上維修包，
兩手攀着窗框，兩腳再向上蹬，輕盈鑽出
窗，慢慢探下身去，穩健地踏在棚架上，
嫺熟地用電動批鬆開冷氣機罩的螺絲，推
下維修板，小心拔出主板上各色電路控制
線，卸下舊板，從維修包裡取出新板安
上，再將電線一一駁回線槽，通上電，空
調馬上恢復正常。待她從窗口翻回時，我

們趕緊前去攙她下來。她輕輕捋了捋頭髮
上的塵土，指着機器輕鬆對我說：「已經
整好咗！畀機器行 2 日，我再來檢查一
遍。」還來不及等我表達出驚歎，她已收
拾好工具和材料，領着同事走出門，登上
維修車，消失在街道的盡頭。

工閒時，我會與「阿琳」傾偈。她性格
率真、眼睛會笑、普通話不標準。剛開
始，交流還需要同事幫助翻譯，後來我學
了白話，「阿琳」的普通話漸漸流暢，交
流也沒有什麼障礙了，傾的內容也就越來
越多了。「阿琳」5歲時，隨父母來香港，
讀書畢業做室內設計師，認識了先生，為
幫先生打理公司業務，便暫緩了專業發
展，轉了行。「阿琳」的先生是土生土長
的香港人，先生的爺爺上世紀50年代從內
地遷來香港，先生小時候住在九龍城，一
家幾口人擠在幾十平米的屋子裡，條件十
分艱苦。先生很早就出來做學徒，先是跟
着冷氣師傅打工，後來維修技術好了，香
港回歸那年在家人的幫助下出來單幹。開
始時，他們公司的規模比較小，主要是幫
人安裝冷氣機。隨着香港經濟快速發展，

兩公婆勤奮努力，公司生意很好，現在代
理了好幾個品牌的冷氣安裝、維修等業
務，經常有大大小小十幾個工程在同時開
工。他們已有兩個孩子，一個讀小學，一
個上幼稚園，一家人對未來充滿信心，還
計劃到內地發展。「阿琳」告訴我，高鐵
香港段開通是件大好事，從此香港往來內
地更方便、更快捷，待到孩子們放了假，
他們要乘高鐵回老家、去北京旅遊，看遍
祖國的山川美景。說到這，「阿琳」的臉
上露出燦爛的笑容，眼神裡充滿了喜悅的
期待。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講，「香港從一個默
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享譽世界的現代
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拚出
來的。香港同胞所擁有的愛國愛港、自強
不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精神，是香
港成功的關鍵所在。」香港是個包容性很
強的城市，市民多是來自內地或是內地移
民的後代，與內地同文同種，血脈相承。
正是像「阿琳」他們這樣專業、敬業、拚
搏的普通市民，構成了香港的核心競爭
力，他們心懷憧憬，意氣風發，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其實，香港有千千萬萬個
「阿琳」，我們相信，香港只要鞏固和提
升優勢，就一定能夠在新時代把握機遇，
促進本地創新創業，開發新的經濟增長
點，續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新傳
奇！

冷氣細妹「阿琳」
行財部 涂盛

■冷氣細妹「阿琳」。 作者供圖

港珠澳大橋開通在
即，勢將加速粵港澳
大灣區內城市的經濟

發展和連繫，為青年帶來新的機遇和跑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提醒，不少
本港青年對大灣區城市的創新、創業政策及
基地運作和落戶方法一無所知，要發展並不
容易。他表明，特區政府將大力在「三創」
即創新、創業及創科投入大量資源，提供青
年向上流動的機會。
張建宗表示，青年工作是本屆政府的施政

重點，政府早已預留10億元支持青年發展
委員會的工作。今年施政報告率先撥出其中
5億元推出相關措施，其中政府將加大力度
支持青年「雙創」，即創新及創業。
他指出，由於租金問題，加上一般青年人
資金有限，缺乏經驗，創業實非易事，政府
明白青年的困難，故致力推出適切措施，其
中包括「青年共享空間計劃」，至今已推出
逾10萬平方呎共享空間，受惠青年逾1,000
人。
計劃並提供多元化和具針對性的創業指導

及支援服務，以創新方式支持青年實踐創業
夢。

張建宗：欠缺資訊 寸步難行
他表明，青年是「雙創」的強大生力軍，
大灣區就為青年帶來新的機遇和跑道。大灣
區11個城市人口接近7,000萬，是一個龐大
市場，其潛質不能忽視。
惟他指，不少青年對大灣區城市的創新、

創業政策及基地運作和落戶方法一無所知，
而市場上亦缺乏相關資訊和服務，要他們到

大灣區一闖，實談何容易。
有見及此，張建宗指，今年施政報告通過

注資「青年發展基金」，研究推出新計劃，
資助香港非政府機構為在香港及大灣區其他
城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
服務。由政府作為促進者及推廣者，而非政
府機構扮演「引路人」和「連繫人」的角
色，可令有意到大灣區創業的青年能更容易
落戶當地。

建構生態系統 持續支援港青
他指出，政府的長遠目標，是建構一個可
持續發展、支持香港青年「雙創」的生態系
統，而除「雙創」外，還有第三個「創」，
就是創科發展。

他強調，近年政府在創科方面的決心更大
及更明顯，香港憑着穩固的科技基礎、雄厚
的科研實力，加上4所政府資助大學在國際
排名100內，能匯集世界頂尖大學、研究機
構和高質素的科研人員。
此外，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

健全法治、知識產權保障、完善國際聯繫、
金融中心地位，以及背靠內地龐大市場等有
利條件，均有助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
他提到，人才是發展創科的致勝關鍵，青

年正是堅實後盾，政府會積極做好培育人才
工作，並大力在「三創」投入大量資源，提
供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在南沙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朱承志和
南沙團區委相關負責人的陪同下，考

察團一行參觀了廣州南沙新區（自貿區南
沙片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服務平台的代
表—「創匯谷」粵港澳青年文創社區。
據介紹， 「創匯谷」以「青年特色、港
澳元素、前段定位、綜合服務」為目標導
向，為港澳青年提供「學業、事業、置
業」等方面的相關服務，是一個為港澳青
年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
的試錯平台。

「青年之家」示範 定位青年需求
全國首個粵港澳青年之家位於「創匯
谷」，是全國示範性「青年之家」，其功
能定位為立足港澳青年特點和服務需求，
打造集就業創業、資源匯聚、成長成才、
休閒娛樂、社會交友於一體的生活社區。
廣州市南沙青年創新創業創優服務中心被
授予廣州南沙政務服務中心港澳青創分中
心，分中心配備的專職團隊在「青年之
家」設了辦公點，負責對接、服務港澳創
業青年，包括商事登記、場地支持、政策
兌現、配套運營等全鏈條服務。
據南沙團區委副書記伍進介紹，在南沙
政務服務中心港澳青創分中心，港澳青年
註冊公司（企業）可實現「只來一次，只
待一天」。
截至目前，「創匯谷」已簽約入駐的港
澳青創項目團隊（企業）49 個，其中香港
團隊38 個，澳門團隊 11 個。
隨後考察團一行參觀了粵港澳青年三新
講習所、青創人才共享餐廳、青創人才公
寓、葡語系國家（地區）商品展銷中心、
香港青創空間、澳門青創空間等區域。

座談會研青年所需
考察調研活動後，考察團與南沙有關方
面舉行了座談會，進一步了解南沙創新開

展粵港澳青少年深度合作發展促進工作項
目情況。
南沙團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南沙以港

澳青年人文交流、實習就業促進「意願」
培養；以創新創業、經貿往來（專才合
作）強化「前端」服務；努力發揮出南沙
新區片區在整個廣東自貿區中服務港澳青
年「北上」發展、攜手港澳青年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着力營造一流雙創環境
陳冬充分肯定了南沙在港澳青年交流合

作、服務創新創業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創
匯谷」園區三年來的建設成果。
他指出，要進一步整合各方資源，豐富

創新資源要素，精準聚焦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細分需求，致力於將南沙打造成為港澳
青年北上創新創業的首選地和全面融入國
家的中轉站；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
野、更大的力度謀劃和推進國際（港澳）
青年人才特色社區建設工作，着力營造一
流的創新創業環境，形成完整的創新創業
生態鏈。
20日，考察團還赴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
工場考察，並與基地相關負責人、香港創
業青年代表座談交流。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全國

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吳傑莊，以及部
分香港青年社團負責人參與調研活動，廣
東團省委、團市委相關負責人亦有參與。

香港青賢智匯主
席謝曉虹是此次考
察團成員之一，同

時，也是進駐「創匯谷」香港青創空間
的青年企業家。在考察活動座談會上，
她分享了從2016年帶團來南沙參觀考
察，到2018年入駐「創匯谷」創辦企
業，甚至着手購房置業的經歷。她希望
進駐「創匯谷」的香港青創團隊能取得
成功，為香港普遍的青年帶來「北上」
創新創業的曙光。
她表示，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
的開通，大灣區內創新創業資源、要素流

通將更為順暢，為港青就業創業提供了極
佳機遇。
目前，大灣區內已有多個服務港青的

創業孵化基地，包括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南沙「創匯谷」、天河區港澳青年
創業服務中心、佛山南海粵港澳科技園
等。
謝曉虹表示，相信包括東莞等其他大灣

區城市，也將陸續推出支持港澳青年的創
業孵化聚集區。有考察團成員表示，通過
調研，期待更多服務於港澳青年的創業基
地，在大灣區其他城市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創業孵化聚集區助港青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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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灣區「三創」育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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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視察港澳青年創業支持和服務措施。 南沙團區委供圖

▲陳冬了解「創匯谷」規劃建設情況。 南沙團區委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