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中 大 深 圳 副 校 長 阮 健 驄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求學時期心繫國家發展，由香港到內地遊歷，到現
在於深圳工作，感受城市繁華的生活，便捷程度甚至超過香港。在香港
中文大學服務30餘年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副校長阮健驄，北上深
圳參與該校初創建設近十年，見證內地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社會快速發
展，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更希望透過在大學的服務，為社會培養優
秀人才，為國家的發展「添磚加瓦」。
阮健驄10來歲隨家人移居香港，他的個人成長伴隨着時代的巨大發
展變遷，經歷一番寒窗苦讀，考入了香港中文大學。當時，1911年建
立的香港大學是公認的老牌名校，而香港中文大學由新亞書院、崇基學
院及聯合書院為基礎於1963年建立，在當時尚屬「年輕」，但其傳承
發揚中國文化的辦學理念深深吸引了阮健驄。幾經權衡之下，他選擇進
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就讀。阮健驄感慨道，當時香港的上學條件亦
十分艱苦，課程分別在沙田和港島授課，每隔一個小時才有一班車，經
常是中午剛下課就得跑去食堂打飯然後去趕車，在車上就餐，下車正好
開始下午的課。

求學時期心繫國家 北上參觀內地發展
這段繁忙的學業，伴隨着香港經濟持續騰飛，躋身「亞洲四小龍」之

一的產業轉型期。與此同時，在當時的香港年輕大學生中湧動着關注國
家發展的熱潮，莘莘學子紛紛自發組織北上交流。「有點像現在許多香
港學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來交流的熱潮。」就這樣，阮健驄跟着一群同
學走過羅湖橋，在深圳火車站登上北上首都的列車。時隔約半個世紀，
他對當中的許多細節仍記憶猶新。「買的是硬座火車票，坐了三天兩
夜，清晨6點多到達北京站」。這次行程，阮健驄和同學們參觀了北京
的天安門廣場、香山以及十三陵，還走訪了山西和內蒙古等地。
他稱，當時內地經濟並不發達，作為外來旅遊者，住宿不方便不說，
還必須趕飯點找到店舖，否則就吃不上飯，相比之下現在在內地旅遊，
飲食、住宿、交通條件都非常好，「完全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樂當創校「拓荒牛」助推深港高教合作
伴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浪潮，港企紛紛北上，帶動了珠三角的快速發

展。深港雙城迎來了越來越多領域的「雙向奔赴」，其中就包括高等教
育領域的教學人員。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獲國家教育部批
准正式成立。2015年，阮健驄來到深圳，加入了這所被視為「深港高
等教育合作典範」的大學的初創團隊，擔任副校長，由此親身經歷深圳
這座年輕城市近十年令人矚目的快速崛起，感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澎
湃動力。他回憶稱，學校初創階段只有兩棟舊工業樓，所在區域也十分
荒涼，叫外賣都很困難，同事開車出去買東西，隨處都可以停車。僅僅
不到十年，校園建築陸續落成，周邊道路四通八達，開車半個小時可以
抵達蓮塘口岸，過關約半個小時即可到位於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深港校園之間甚至開通了穿梭巴士，方便師生交流。

寄語年輕人勇敢走出舒適圈 感受國家發展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為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提供更堅實的平台。阮健驄表示，港中深首要的目標就是為粵港
澳大灣區，乃至國家培養高端人才，同時引入國際人才，為國家發展貢
獻力量。他認為，香港和深圳、廣州以及其他大灣區城市各有特色，大
灣區的建設連接起每個城市的優勢，為人才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平台。
從學校方面，亦致力於為香港和內地的人才搭建交流平台。他也寄語當
下的年輕人要不斷拓寬眼界，勇敢走出舒適圈，親身探索，感受國家發
展的脈搏。

「我家庭在江門，父母兄弟姐妹在香港，平時在中山和深圳工
作，每周都在這幾個城市之間穿梭來回，是個真正的大灣區
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畢業於深圳大學的港人梁秉然輾轉於大灣
區多個城市工作，見證了一系列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他感嘆
道，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逐步形成，令他的跨城通勤生活如魚得
水。
梁秉然現任港企鴻利達集團CEO特別助理。他介紹稱，鴻利達
集團主營塑膠模具，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上的典型製造業港企，
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實現快速發展。
他稱，2015年入職時正值企業推動轉型升級的節點。當時公司

在深圳已經扎根10多年，深圳廠區的空間已不能滿足需要，公司
經過多方考察後，決定在中山翠亨新區建設新的生產基地，
「2016年中山廠區開建的時候，翠亨新區剛剛起步建設，周邊基
本上都是農田和魚塘，這幾年發展非常快，現在這裏已經是中山
主要的高新產業發展基地。深中通道開建以後，這裏更是車水馬
龍，熱鬧非凡。」

深中通道加持 工作生活一體化
梁秉然回憶，深中通道開通以前，從深圳往中山的車程約為兩
個小時，但途經虎門大橋時經常遇到堵車的情況，試過最久開了5
個小時的車。因而每次來回都覺得很奔波。深中通道的開通令大
灣區工作生活一體化成為現實。「大橋到中山第一個出口距離我
們公司直線距離約500米，在兩個工廠來回大約只要一個小時的
車程，現在我們都可以方便地當天來回，香港、深圳、中山跨城
通勤也成為可能。我乘坐港鐵從香港到落馬洲經福田口岸過關，
再乘坐公司的車到深圳或中山工廠，也不到兩個小時。」
梁秉然還把家安在了距離中山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江門，「早上7
點多出發，8點左右可以到中山工廠上班。周末則回香港探望父母
和兄弟姐妹，每周在幾個城市往返，這在以前都不可想像。」

見證港企轉型高端製造融入國家發展
多年來在大灣區的港企工作，梁秉然更見證着港企逐步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轉型升級步伐。
他介紹稱，公司原是從事傳統製造業的港企，主營塑膠模具，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型升級，企業在不斷推動自身的升級，
走向高端製造業，「尤其是中山新建廠區以數字化智能化的標準
建設，效果還不錯，有很多香港同行的團體過來參觀了解，特別
是深中通道開通以後，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業界組織過來交流。」
他認為內地製造業升級很快，作為主營模具的工廠，亦需要緊

跟風向作出改變，不斷推動數字化、智能化以提升核心競爭力。
他稱，因應不同城市的優勢，公司在深圳和中山的廠區也有不同
的發展重點，如由於深圳的人才和物流配套都比較完善，因此深
圳工廠側重3C電子消費類產品和相關周邊產品，而中山工廠由於
規模較大，因而側重發展醫療大健康以及汽車工業類等方面的產
品。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越來越多企業響應倡議走向
海外發展。梁秉然表示，他所在的鴻利達集團也在馬來西亞設立
生產基地，走向更廣闊的市場。
在他看來，公司的發展路徑就是緊跟國家經濟發展步伐，尤其
是近幾年國家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司一直緊密關注相
關規劃。他認為，大灣區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企
業的持續成長。

香 港 社 工 倪 怡 潔

緊密融入國家發展
港人逐夢灣區更大舞台

上北
就 業
北上深圳工作10多年

助跨境學童融入兩地社會

自上世紀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已有無數港人早着

先鞭，回內地發展個人事業，近年來隨着港澳與大

灣區內地城市設施聯通和規則銜接的不斷深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公布更進一步為

港人北上發展提供了更便捷及更廣闊的舞台。多年

來，一批批港人跨過深圳河，北上內地逐夢，揮灑

汗水，貢獻智慧。在這片充滿活力的熱土，他們不

僅看到了國家發展的日新月異，更親身感受到了

「一國兩制」帶來的無限機遇。回望北上的心路歷

程，見證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成就，心中激盪着自

豪與感慨，充滿期待地面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親歷國家飛速發展
扎根大學為國育優才

緊鄰羅湖口岸的羅湖村，街邊隨處可見港人熟悉的茶餐廳和燒臘店。
位於繁忙街市樓上的羅湖村黨群服務中心內，倪怡潔和早上剛從香港過
來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跨境及國際社會服務總監廖金鳳就即將舉行的
跨境家庭服務活動進行溝通。這是該機構在羅湖的臨時服務地點，原位
於文錦渡口岸附近的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所在大樓正在進行升級改
造，「我們服務範圍將逐步擴大，從跨境學童到跨境家庭綜合服務，以
及港人養老等。」倪怡潔介紹。

服務匹配跨境學童需求 家長通宵排隊
2012年，剛剛從香港高校畢業的倪怡潔加入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成為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的一名社工，開啟了10餘年跨境服務，
逐步成長為中心負責人，見證深港社會服務的融合發展，以中心為橋
樑，推動穿梭於深港學習和生活的跨境學童融入兩地社會。
香港的社會服務發展較早，倪怡潔猶記得，2012年剛到羅湖工作
時，有些跨境家庭對香港社會不是很了解，更不清楚有哪些社會服務，
中心聘請香港導師北上開設繁體字和英文等補習班，組織活動帶領跨境
學童了解香港社會，「當時跨境學童在深圳的資源很少，家長們對我們
的服務需求特別旺盛。」倪怡潔回憶道，2012年到2013年間，一度出
現跨境家長通宵排隊報名參加中心課程的盛況。
三年疫情期間，跨境學童未能跨境在深圳家裏上網課，衍生出不少親

子關係問題，中心的「重頭戲」便是幫助跨境家庭解決因疫情產生的各
種困擾——「在深如何繼續香港學業？」「疫情期間怎樣緩解心理壓
力？」「孩子在深如何結交朋友？」……居於深圳的倪怡潔和同事們第
一時間開展問卷調查，根據訴求開展活動。

疫情期間留駐深圳 辦數百場異地考試
廖金鳳介紹，為確保跨境學童能與香港本地學校學童保持一致的學習

進度，中心與香港教育局及多所中小學溝通協調，在中心設立了跨境考
場，為香港多所學校的在深學生的期末及呈分試等考試提供「異地同
考」支持。從簽到、測體溫、監考到維護秩序，嚴格按照香港學校的考
試流程，協助跨境學童完成學業評估。據統計，疫情期間中心共開展了
數百場異地考試，得到了跨境學童及其家長的認可。「最大的問題是人
手不足，香港的同事過不來，只能我們幾個住在深圳的同事堅持着，三
年幾乎沒有休假。」回憶那段時間，倪怡潔至今印象深刻。
香港社會服務北上，在深圳的社區得到諸多本地資源支持，隨着深圳

社會服務的不斷完善，倪怡潔感慨道，中心從最初鏈接香港社會資源，
到如今可以整合深港兩地的資源共同為跨境家庭提供服務，這是兩地融
合發展的很好體現。她介紹，此前遇到過單親家庭的學童個案，需轉介
香港同事尋求支援。近來處理類似事件時，深圳本地社區的工作人員也
會協同介入處理，增加一分力量。

深港服務資源整合體現兩地融合發展
她又稱，中心早期重點幫助跨境學童了解香港社會，如今也多了許多

活動協助他們融入本地社會。她舉例，疫情期間中心指導成立羅湖區深
港跨境學童合唱團，並與深圳市紅嶺小學結對開展多種交流及互動。中
心還以春節、端午、中秋、國慶等節假日為契機策劃活動，將中國傳統
節日、古典文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多種元素融入愛國主義教育
中，幫助跨境學童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感。
展望未來，倪怡潔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心仍將根據跨

境家庭的需求不斷調整服務內容，助力大灣區內跨境家庭更好地實現個
人發展。

港 企 員 工 梁 秉 然

受惠一小時生活圈
跨城通勤如魚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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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健驄（右四）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2024年入學新生合影。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港企鴻利達集團CEO特別助理梁秉然稱，充分體驗到大灣區一小時
生活圈為通勤生活帶來的便利。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社工倪怡潔北上10多年，圖為她為跨境學童提供服務。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