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 會 人 士 感 受

抓灣區機遇 趕發展尾車
「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深圳已經不是 40年前的深圳，

但香港好像還是以前的香港，因此大
灣區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機遇，甚至是香
港趕上發展潮流的「尾班車」。香港仍
然具有國際大都會的優勢和國際視野，
香港的年輕人必須要抓住大灣區建設的

機遇，在國家發展的框架下實現自己理
想。
加強兩地青年互動、互助、互融，需要增

加深層次的交流，不能只停留在國情教育和
夏令營，而要增強交流的針對性。例如分成
不同的年齡組和興趣班，就大家關心的課題
和項目進行深入交流。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主席 陳晴：

擁廣闊視野 助攜手共進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始終牽掛着

香港青年人，更寄語大家要抓住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

自己作為青年的一分子，深深體會到
香港青年缺乏起居生活、事業發展、專業
拓展及創科創業的空間，故大家應把握這
新時代的機遇。

為此鼓勵青年要有自信，並更多了解自
身城市的歷史文化和體制發展，從而明白
香港和大灣區城市是一脈相連，從中開拓
更多共同發展機遇。而且香港青年有着更
廣闊的世界觀，是有能力有責任引領灣區
青年攜手一起走出去，讓世界見證「一國
兩制」的成功落實和行穩致遠。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委會主任王紹基：

推便利政策 予更多優惠
深圳特區40年來的飛速發展證明

了改革開放道路的正確性，作為由
香港回內地創業的一輩，我認為大灣

區平台有着無限商機，所以香港青年應該
抓住發展時機，接軌祖國灣區發展，勿被別
有用心之人蒙蔽雙眼，要用自己的眼睛去
看、用自己腦袋去想。
同時亦建議兩地政府可合作推出更多便利

政策吸引港青，包括每年畢業季在香港高校
設立大灣區企業招聘會，並加快港青入職程
序及保障工作簽證；推動灣區城市與香港的
稅務融合，確保港青在灣區實現低稅金。此
外，可考慮向港青給予更多交通優惠，真正
實現一小時生活圈。而在教育方面，特區政
府可設立交流基金，並開設香港到內地交流
的必修課，讓學生有機會認識國家。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莊紫祥：

離開舒適圈 勇迎新事物
「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

民族進步之魂」，在這個新時代，
大家應離開自己的舒適圈，以新的角

度去看待事物，並勇於接受新的事物，否
則「習慣」將會成為前進的最大障礙。港人

特別是青年面對未來前路，除了要強化自
己，還要有「改革」、「創新」、「有勇
氣」的心態，才能發揮好香港的優勢，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這合作平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把握新的機遇。

香港江蘇青年總會副會長林顥伊：

各界齊努力 增強向心力
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要求做好青

少年的工作，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青
少年的關心和愛護。青少年是香港和

國家的未來，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不能沒有青少年的參與。粵

港兩地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共同努力，為
香港青少年在大灣區實習、學習、生活提供
支持，促進香港青少年與祖國內地的廣泛交
往、深度交融，增強香港青少年對祖國的認
同感和向心力。

香港福建社團總會青委會秘書長吳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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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港青成超聯人
各界搭台搭梯

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

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昨日下午，香

港再出發大聯盟舉辦香港各界青年座談會，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應邀出席並講話，他表示，習主席在

深圳再次專門談到香港青年，充分表明了國家對香港青年發展的高度重視及對香港青年發自內心的關

心關懷。他鼓勵香港青年要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廣闊舞台上演繹精彩人生，希望社會各界

共同為香港青年發展搭台搭梯，推動他們成為大灣區聯結世界的「超級聯

繫人」，幫助他們成就人生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各界青年座談學習習主席講話
陳冬鼓勵融灣區演繹精彩人生

陳冬表示，當代香港青少年是伴隨香港
特區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從總體上

看，這一代青少年是積極向上、充滿活力
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反中亂港勢力
的操控和錯誤思潮的誤導。從非法「佔
中」到「旺角暴亂」，再到去年的「修例
風波」，都暴露出香港青少年問題的複雜
性和嚴峻性。
他指出，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強，要增強

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關鍵是做好教育引
導。在內容上要突出重點，要幫助香港青
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
方式上要注重創新，教育引導要用青少年
喜聞樂見、容易接受的方式，春風化雨、

潤物無聲地提高青少年工作的實效性。

指灣區機遇更勝異國他鄉
他指出，回歸20多年來，香港經濟社會

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香港也面臨
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等諸多問題，香港青年
面臨學業難、就業難、創業難、置業難等
痛點。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團體，要努
力為青年發展搭台搭梯，幫助更多青年從
暫時的困難中走出來，轉變觀念、開拓進
取，為香港繁榮穩定貢獻聰明才智，實現
自身的夢想和價值。
陳冬強調，對香港青年而言，大灣區提

供的機會與可能性，遠多於一個香港，更

勝於異國他鄉。香港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他們具有寬
廣的國際視野，通曉中西文化與中英兩文
三語，可以更好推動灣區與國際市場實現
更高程度接軌，成為大灣區聯結世界的
「超級聯繫人」。

國家始終對港青期許關切
他又指，去年「修例風波」給香港社會

蒙上了政治陰霾，但國家對香港青年的深
深期許和殷殷關切始終如一。我們要以習
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推動香港青年
工作再出發，努力為香港青年成長成才提
供更加廣闊的空間，讓他們感受到國家和

全社會的關心關愛，更好融入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壯闊征程。
座談會由全國人大常委、香港再出發大

聯盟秘書長譚耀宗主持。全國青聯副主席
霍啟剛、梁宏正以及香港各主要青年團體
負責人、各界青年代表共27人出席座談
會。大家圍繞推動香港青年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增強香港青年對祖國的向
心力等方面，發表了意見建議。
大家一致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

港青年創造了更多發展機會，香港青年應
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實現個人事業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的交匯融合。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舉辦香港各界青年座談會，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

■陳冬

青 年 代 表 發 言

捨棄舊觀念 敢抓新機遇
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強調了「當

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論斷，這是時代給予青年一代的禮

物和挑戰。當下的香港青年創業意願高，擁
有國際化視野優勢，創新想法多，但是在港
創業面臨租金及人力成本較高、創新金融發

展相對滯後，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實施為
這幾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天然方案。我呼籲
港澳青年應該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
遇，放棄傳統老舊的「只留港」或「只留
澳」的觀念，勇於果斷地抓住機遇，走出本
地，實現自己的就業目標和創業夢想。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基金會召集人吳傑莊：

擁抱新時代 關注三領域
我認為青年工作和發展需要着重

關注三個關鍵領域：第一是科技經
濟與數碼形態的連接。香港青年需要

學習和擁抱新時代新科技的發展機遇，學
會利用新科技平台充分參與、培訓和發展。
第二，創新創意思維的共享。青年應該擁抱
創新創意思維，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

優勢和潛力。青年應秉承着創新創意的思
維，真正深入學習，真正與內地更多優秀青
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共同發
展。第三，人才發展和持續的培育為重中之
重。希望未來通過對於人才培養事業的推
動，可以為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打造人才
基地貢獻力量。

尚乘集團董事會主席兼總裁蔡志堅：

破壁壘思維 促發展升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次產業上

的配合發展、資源市場的共享、文化
的共融，大灣區各個城市都將利用這次

歷史機遇實現發展與升級。吸引香港青年融
入大灣區，更是思想上、行為上的融入，這
必須要特區政府的支持與配合，而首要是破
除早年潛伏的政治壁壘思維，拆除人為的地

緣壁壘障礙。習主席同時總結了深圳特區發
展的寶貴經驗，包括必須堅持全方位對外開
放；必須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必須堅持科
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
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這
四點都值得香港學習借鑑。

香港新青會會長陳月明：

消兩地誤解 掃心理障礙
要促進港澳青年增強對祖國向心

力，首先是要正本清源，破除兩地
青年心理障礙，縮短兩地青年心理距

離。要讓香港青年真正認識到，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不是要讓香港「內地化」、
「邊緣化」，而是繼續保持香港的優勢和特
色。其次，要深入了解不同政治光譜的香港
青年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

題，解放思想，打破階層，深入群體。此
外，解決問題時，正確的事要大膽說、大膽
做。只要對「一國兩制」有利的，對香港青
年發展有利的，就應該通過政府施政、媒體
宣傳、基層活動等等，多維度全方位開展。
如果不敢面對青年對內地的誤解，不敢觸碰
敏感的兩地關係，香港的困局，特別是青年
的發展，都將難以解決。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

增加三種力 助升向心力
習主席重要講話中提到，要促進

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就要增強對祖國的向

心力，增加其「彈力」、「重力」和「摩
擦力」。其中「彈力」強調彈性，不僅限於
面對面實地考察和交流，還要「線上線下」
雙軌並行，透過社交平台和「網紅」進行宣
傳，推動粵港澳青年交流，以及培育香港青

年對內地的認識。而「重力」則是讓粵港澳
青年「相互吸引」，在學業、就業、創業方
面深入了解，讓青年親身體會大灣區發展的
速度和活力機遇，發揮粵港澳青年優勢互
補。大灣區制度史無前例，本身就存在「摩
擦力」。要解決香港青年的困境和訴求，就
要透過深度交融，匯聚人才，善用「摩擦
力」並轉為「向心力」。

香港鳳凰衛視副採訪主任黄芷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