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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4 委員訪談

宣揚中國發展增強身份認同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日前「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港舉行，香港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發表了題為《百年偉業的「香港篇章」》的主
旨演講，作為香港市民、社團領袖，容冰回首初心，重溫
使命，感到重任在肩。他表示，「駱主任的講話不僅是指
明前路的燈塔，也令廣大愛國愛港市民倍感鼓舞，深受啟
發。」中國用改革開放43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近百年
的工業化歷程，期間，取得了不勝枚舉的巨大成就，如何
將歷史巨輪下中國的飛躍質變以及香港的發展變化講給港
人聽，增強他們的身份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是未來工作的
重點。
談及百年滄桑巨變，他激動之心溢於言表，百年前鴉片
戰爭，中國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今天我們堅決捍衛國家
主權和民族尊嚴；百年前貧困的夢魘嚴重地困擾着中國，
今天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百年前中國人出行不
便，交通建設受制於人，今天我國高鐵運營里程居世界第
一位……無數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歷史的選
擇，更是人民的選擇。「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這
部壯麗史詩，『一國兩制』事業成為其中的華彩篇章。」
香港回歸後雖經歷風雨挫折，但無論是遭遇沙士、新冠疫
情，或是97年亞洲金融風暴、08年環球金融海嘯，在一
次又一次天災人禍面前，中央都不惜一切助港渡過難關，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便始終把人民的利
益與生命放在首位。他表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一國
兩制』方針的提出者、創造者，亦是實踐者與捍衛者。」

2019年的「修例
風波」與不正常
情況下舉行的區
議會選舉對全社
會造成了極大衝
擊，社會動盪、
亂象叢生、經濟
下滑，一時間，
「攬炒」、「黑
暴 」 、 「 港
獨」……令無數
市民正常的生活
陷入水深火熱之
中，有見及此，
中央及時果斷的
先後出台國安
法、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令香港
迅速止暴制亂，
由亂及治，局面
煥然一新。接下來，香港還將面臨重要的三場選舉，容冰
承諾將會一如既往的團結廣大鄉親，為「愛國者治港」保
駕護航，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傾盡全力。

發揚茂名精神助力青年發展
在關注香港社會民生的同時，容冰亦積極參與家鄉物

質精神文明建設推廣。搭建港茂合作橋樑，讓更多青年
了解茂名優秀的歷史
文化，是他一直以來
孜孜不倦的追求，
「茂名市作為大灣區
的後花園，為9+2個
城市提供了豐富的資
源，其悠久的歷史，
優秀的文化傳統值得
廣 大 青 年 學 習 借
鑒。」
一個「好」字是

他一直以來從事青年工作，帶領廣大鄉親參與社會事
務的原則所在，「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茂名冼
夫人被周恩來稱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她歷經梁、
陳、隋三朝，一生愛國愛民，致力維護國家統一、促
進民族團結，功勳卓著，「她的精神值得我輩後人永
遠學習」，容冰秉持着做好人、做好事，唯用一好心
的精神，於疫情期間，配合政府積極防疫，公司內出
台接種疫苗的優惠政策，平日裏持續不斷的為廣大市
民派發防疫物資，並投資相達生物科技，幫助政府封
區檢測，以最低的價格為全港市民核酸檢測提供強有
力的保障。此外，他更期待疫情過後，能夠帶領一批
又一批的青年走進大灣區。
「人心回歸是一個漫長且艱巨的工程」，他會不斷為

青年提供渠道與平台，讓他們自己去看內地日新月異的
發展變化，去感受科技創新、便捷生活的魅力，他相
信，港青對內地的刻板印象定能有所改觀，也一定能從
無數璀璨輝煌的傳統文化中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與底氣。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茂

名同鄉總會主席容冰生於新

中國，長在紅旗下。作為新

中國發展的受益者，亦是親

歷者、見證者，他致力於團

結愛國愛港鄉親，向廣大市

民講述中國故事。他亦秉持

「好」的精神，宣揚中華民

族優秀傳統文化，讓青年融

入國家發展建設的同時，協

助香港人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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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冰
百年偉業初心聚人心
文化自信眾心用好心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茂名同
鄉總會主席容冰

疫情持續已久，曾瑋然感慨目前的穩定勢頭得來不易，
他呼籲市民不要「只見樹木，見不到樹林」，現時全

球已注射新冠疫苗的數量超過18億劑，其安全性可見一
斑，他表示會於接下來的社群服務工作中做好宣傳解釋，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客觀理性的思考，配合政府防疫，
積極接種疫苗。

全面資訊助青年融入灣區
曾瑋然從讀書期間便開始修讀社會工作，對當下同鄉社

團深入社區工作，服務鄉親頗具心得，他說道，「團結鄉
親、服務社群絕非一朝一夕，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
印的堅持去做。」
尤其在推動青年發展方面，更需要耐心、恒心與決心。

助力青年了解當下國家真實的發展情況，是他接下來從事
青年工作的重心所在，他表示，回歸24年以來，香港經濟
發展穩步上升，而大多數香港青年並不了解成功發展背後
的真正所依所恃。以全球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挑
戰為例，內地快速高效的疫情防控舉世矚目，經濟快速反
彈；同時，中央政府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在
此新格局下，香港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為切入點，青年完全可以搭乘國家發展的快
車，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
「為鼓勵和支持港青投身大灣區尋找更多發展機遇，青

年們可以看到香港政府推出的『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但卻鮮少有平台可以關注到內地政府
的優惠政策。」有見及此，曾瑋然建議，未來可以開拓多
些平台，諮詢介紹內地的發展及文化，如創新科技、生物
醫藥等各行各業的機遇，讓青年可以在全方位了解內地發
展優勢的情況下，進行準確的自我規劃與定位，從而以己
之長，投身灣區。

借鑒獅城為家鄉留住人才
在助港青共享國家紅利的同時，曾瑋然亦積極為家鄉發

展建言獻策。關注到泉州市高素質人才外流問題嚴重，而
多年在外求學的經歷令他對核心人才隊伍的建設有着自己
獨到的觀察與思考。「新加坡與福建地緣相近、文化相
通，其華人文化更是以福建移民為大宗，因此，當地的人
才政策十分具有參考價值。」他建議，可先從理解人才自
身心態和企業經營理念的差異，再參考新加坡的例子找到
適合泉州的政策對症下藥。

現時內地企業大多不重視員工的薪酬福利，將「人力資
源」和「人力成本」混淆，誤以為投放在員工身上的資源
越少、越省錢就越好，薪金水平持續偏低。因此，他建
議，泉州市可參考新加坡政府做法，重視僱主和勞工之間
的協調，推出相關法規監管及保障員工的薪酬和福利，自
然能留住更多的人才。其次，和過去的體力勞動不同，知
識性經濟所需的核心人才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長於知識
學習和邏輯思維，除了薪金和職位以外，他們對個人成就
有較大的追求，更重視工作與提高自身的互動性。但內地
多數企業不注重對員工心態的了解，缺乏針對不同工作性
質的激勵措施，很多員工因此對自己的工作失去動力，也
不願意在本地企業就業。他建議，企業可與當地高等職業
技術學校加強合作，推出高階技能進修課程及人員進修基
金，吸引及挽留人才。此外，泉州的企業結構大多比較單
一，雖然便於管理，但無助本地人才發展事業。同時，多
數的企業依舊沿用傳統的營運模式，由管理層決策主導，
人才少有參與項目的發展和營運，缺少發揮才能和創意的
機會，自然無法吸引人才。反觀新加坡的社會環境多元
化，跨國企業眾多，當地政府亦會不時按項目類型和政策
需要徵召不同的人才，令人才更有可能地流動到不同的項
目吸取經驗、提升自身價值。
無論是香港還是灣區其他10個城市，他期待看到更多跨

地域的企業合作項目，更好的吸納並運用知識型人才，為
家鄉帶來更多機遇與進步。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

當下，傳承的是根脈，面

向的是未來，攸關黨和國

家前途命運。」泉州市政

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九龍東分會副會長曾瑋

然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青年工作的重要

思想，發揮政協橋樑之

責，為港青融入國家發展

循循善誘、穩步推進，為

家鄉人才建設推陳出新、

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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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
瑋
然

與時俱進開拓灣區新機
推陳出新扶持青年工作

●泉州市政協委員、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九龍東分會副會長曾
瑋然

●容冰帶領義工街站宣傳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助香港重回發展正軌、「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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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冰參加廣東社團總會活動，學習
抗日歷史，緬懷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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