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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習律師赴南沙闖新天

與同齡年輕人不同，25歲的Stephen
早在20歲時便選擇到內地升學，四年大學
生涯讓他更加了解內地文化，亦令他定下
將來以大灣區作為職業規劃的起點。 「到
內地讀書是想了解內地文化，增長知識，
這幾年確實讓我獲益良多。」 Stephen直
言，當初到內地升學是抱着 「學吓嘢，了
解吓的心態」 ，初到暨大升學時遇到的難
題是語言障礙，因上課主要以普通話授
課，令他有點不知所措， 「開頭兩、三個
月，很多時都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 。

與同學 「埋堆」 亦需時適應， 「身邊
也有不少到當地升學的港青，大家都遇到
『埋唔到堆』 的尷尬

情況」 。他表示，同
學主要是內地生，所
以開始時很難融入他
們的圈子，不過因為
大家同住宿舍，很快
便變得熟絡，亦因為
有他們的幫助，令來自香港的Stephen及其
他港青能加快融入和適應內地的文化與生
活。Stephen說，大學實習期間未有遇上太
大難處，更笑言： 「較難習慣應該是內地
的午休吧，部分公司或商店有午休小
睡。」 然而，他認為內地的生活和工作等
有很多方面值得學習，於是萌生畢業後留
在內地發展的想法。

回想暨大的生活，Stephen對內地學生
非常勤奮且不怕辛勞的學習態度留下深刻
印象，濃濃的學習氣氛令他亦勤力溫習。
他舉例說，內地高考 「一戰定生死」 ，很
多考生不分晝夜自修溫習，學習氛圍十分

濃厚，與香港截然不同， 「去到內地才發
現當地學生非常非常勤力，圖書館基本上
都坐滿溫習的考生；你看到別人如此勤
力，自己都會覺得要加把勁」 。

Stephen今年畢業回港，上月入職本
地一所律師樓，因他曾在內地升學和實
習，所以律師樓便通過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 ，讓他最遲八月底前往南沙新區的
粵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工作。Stephen認為
大灣區有很多機遇兼注重年輕人的發展，
發展前景極為樂觀，所以對此安排充滿期
待， 「機會畀晒你，睇你肯唔肯把握住到
灣區內地城市學習同工作嘅機會」 。

港青擁語言優
勢，在大灣區工作更
具競爭力。隨着大灣
區發展愈趨成熟，香
港、內地以至國際企
業都希望在大灣區分
一杯羹，因此對內地

法律支援需求大增。Stephen的 「伯樂」 陳
永良律師表示，因Stephen在香港的中英文
教育環境下成長，具備英語能力，到內地
升學又練得一口流利普通話，擁有 「兩文
三語」 優勢，職場上更具競爭力。

陳律師坦言十分欣賞Stephen有勇氣跳
出香港的框框，相信他投身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工作後定能如魚得水， 「大灣區是國
家的重點發展政策，國家又很鼓勵香港及
澳門積極融合到大灣區的發展藍圖，如果
年輕人只留在香港，選擇會變得很局限，
前途一定不如投身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
年輕人，不會有海闊天空的前景」 。

看好大灣區發展前景 入讀廣州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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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爆額 反應熱烈

粵港澳大灣
區機遇處處，但想
工作更加手到拿

來，事半功倍，首要裝備自己，提
升競爭力。曾在上海及北京工作六
年的陳永良律師特別提到，不論是
任何學科畢業或從事哪種行業，想
要到大灣區發展，既要加強語言能
力及調整心態，更要對中國國情有
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

多認識中國近代史
「作為一個過來人，香港人如

果要在內地工作，第一是普通話的

溝通能力，第二是要調整心態。」
陳永良指出，很多香港人自覺比內
地人優秀，這種心態必須摒棄，加
上兩地制度和社會環境不同，港人
更應抱持客觀和謙虛態度， 「只要
心態正確，我相信港青很容易適應
大灣區生活，始終珠三角地區受廣
州文化影響，例如外出購物、搭車
及食飯等，用粵語溝通都沒有問
題」 。陳律師的律師樓與廣東和澳
門的律師樓聯營開設的律師事務
所，選址南沙新區內的 「法律集聚
區」 ，該區雲集律師事務所、公證
處及從事知識產權商標代理等等，

已對內地文化、制度和生活有一定
了解的港青，在該處生活有一定的
優勢，他寄語香港年輕律師向內地
律師學習，將來通過內地律師的司
法考試，成為可在全國承接任何案
件的執業律師。

陳永良又寄語港青到內地發展
前，需多加認識中國近代史，對中
國有正確的認知， 「擴闊個人的胸
襟、眼界，提升對國家、民族和社
會的感情」 。他特別指出，如今的
年輕人因不了解國情而產生很多誤
解，容易受到別有用心的香港傳媒
所散播的極度偏頗言論影響。

過來人教路：學好普通話 了解國情
裝備自己

「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 是特
首林鄭月娥去年在

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措施，目的是鼓
勵和支持年輕人到粵港澳大灣區的
內地城市工作及發展事業，了解香
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最新發展，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最新數字顯
示，截至上月30日已有逾320間企業
提供近2400個職位空缺。

由於計劃反應熱烈，至今已超
過原定的2000個職位，勞工處就此

表示，參與機構須在錄取員工後呈
交申請表作審核，並按先後次序分
配，先到先得。當局會適時對計劃
作出檢討，包括檢視津貼名額是否
足夠，現時未有需要增加名額及撥
款，處方會監察計劃的推行情況。

根據計劃，任何在香港及大灣
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的企業可申請
參與，提供職位空缺；計劃提供
2000個名額，當中約700個專為創
科職位而設。政府會按每名獲聘畢
業生向企業發放每月一萬港元的津

貼，為期最長18個月。
申請計劃職位的年輕人必須為

香港居民，可合法在港受僱工作，
並持有2019至2021年由香港或香港
以外院校頒授的學士或以上學位；
他們在計劃下受聘可獲得不低於1.8
萬港元的月薪。如有關職位與創科
有關，合資格的畢業生必須同時持
有與科學、科技、工程或數學學科
相關的學位；他們受聘後須分別在
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各工作半年
至12個月。

話你知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不斷有港資及國際企業到區內投資，法
律支援變得尤其重要。今年在廣州暨南
大學知識產權法本科畢業的曾俊杰
（Stephen），雖是土生土長的港青，但
早已決定北上就業，目前在本港一所律
師樓任職見習律師的他，參與政府推出
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最快八月
便會前往位於廣州市南沙新區的粵港澳
三地聯營律師事務所工作，為規劃好的

職業藍圖邁出第一步。

大公報記者
龔孝松（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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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畀晒你，睇
你肯唔肯把握住到灣
區內地城市學習同工
作嘅機會。

鼓勵打疫苗 學生最受益跳出小圈子看未來 重新規劃新界北發展

龍眠山

鼓勵注射疫苗不只是政府的工
作，全社會都有責任，在此方面中文
大學的做法就值得一讚。

中大校方日前向全體學生發出郵
件，強烈呼籲接種新冠疫苗，未接種
的需要每兩周一次自費接受病毒檢
測，若未有接種且不接受定期檢測的
同學，將不獲允許入住大學宿舍。

自由誠可貴，防疫價更高。在變
種病毒傳播力及致死率更高的情況
下，除了接種疫苗，還有別的方法可
以抵禦病毒嗎？只有接種了疫苗，同
學們才能自由地出入各種場所，否則
既無法確保面授教學，更別說住在學
校宿舍了，在校園的其他活動也受限
制，這才是真正失去 「自由」 。其中
的利弊得失，同學們自會評估。

中大鼓勵同學接種疫苗合情合
理，是對學生健康負責任的態度。有
人吹毛求疵，指摘中大配合特區政府
「谷針」 云云，彷彿鼓勵接種是 「做

壞事」 似的，這是顛倒是非。
其實，一個社會需要有七成或以

上人口完成接種，才能形成免疫屏
障，如果一定要將鼓勵接種冠以 「谷
針」 之名，則 「谷針」 又有何妨？中
大校方必須頂住壓力，擇善固執。

由於中大是本港第一個公開鼓勵
同學接種的院校，因此成為輿論的焦
點，但從全球觀之，早已是大勢所
趨。以美國為例，3月底新澤西州立
羅格斯大學便率先宣布，所有學生在
秋季返校前必須接種疫苗，至今已有
數百間學校作出類似規定，包括耶
魯、布朗大學等常春藤名校。英國更
進一步，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
道，英國當局準備於9月新學年開
始，為所有12至15歲的中學生接種
BioNTech新冠疫苗。

相對美英等地硬性規定不接種疫
苗者不能上課，中大目前僅是要求不
接種者不能住宿舍而已，寬鬆得多。
有關措施理應得到學生的理解和全社
會的支持。

立法會昨日通過 「以口岸經濟帶
動新界北發展」 的議員議案，建議香
港的發展重心應向北移及西移，推動
口岸經濟，更好地把握大灣區高速發
展帶來的機遇。雖然有關動議不具約
束力，但視野廣闊，立意深遠，為香
港的未來發展探究新方向。但要將這
藍圖變成現實，需要有創新思維和落
實能力。

香港的各方面發展早已到了 「樽
頸位」 ，包括土地拓展不足，經濟缺
少新增長點，創新能力有待提升，年
輕人上升通道狹窄等等，並因此衍生
深層次社會矛盾。有道是，窮則變，
變則通，香港要突破這些困境，關鍵
在於一個 「變」 字，就是突破現有的
規劃框架及發展程序，跳出香港的
「小圈子」 看未來。而發展新界北，
就成為香港解決困局的鎖匙。

發展新界北潛力巨大。首先，這
裏擁有香港最稀缺的土地資源，僅皇
崗口岸及河套區一帶，可供發展的土
地就有逾千公頃。深圳重新規劃發展

皇崗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 ，又為
香港釋出大量土地。而研究中的 「新
田／落馬洲」 發展樞紐，僅住宅就可
以建成約三萬套，安置八萬多人口。

其次，新界北是香港與深圳的接
壤地帶，過去是香港的 「防陲」 之
地，但未來卻是新市鎮，甚至可以成
為與 「中環」 交相輝映的 「北環」 。
不同的是，中環是金融中心，北環將
成為香港的科技中心。深港兩地已有
「一地兩園」 合作計劃，雙方協同發
展創新科技，香港的科研能力配上深
圳的生產能力，如虎添翼。深港合作
不是 「1＋1＝2」 的簡單數學題，而
是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新界北發展帶來大量就業機會也
不可小覷，保守估計初期可創造的就
業崗位達6萬多個，不少同創科及高附
加值有關，為年輕人提供廣闊天地。
回歸二十多年來，有哪一個發展計劃
能創造如此多的就業機會呢？

香港的未來在於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發展新界北正是大灣區建設的一

部分。觀乎深圳市的 「十四五」 發展
規劃，以及剛剛召開的深圳市 「兩
會」 ，其中不少內容都同香港有關。
以兩年後落成的新皇崗口岸為例，集
口岸及交通樞紐為一體，為計劃中的
香港北環線提供接入口。另一方面，
香港落實國安法及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理順了行政立法關係，為特區政
府加快建設步伐掃除了障礙。

發展新界北的天時地利人和皆
備，最關鍵是不能重複過去 「研究復
研究，諮詢再諮詢」 的老路。昨日的
立法會上，不少議員質疑政府城市規
劃落伍，如規劃新界北發展僅 「研
究」 一個程序就需要7年時間，一個北
環線更研究了30年，這種速度是否還
能接受？香港是否還需要跟着這些規
矩走？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在 「愛
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規劃需要創新
思維，發展也需要創新思維，隨着新
界北發展 「禁區」 的不斷解禁，管治
方面的 「思維禁區」 更需要突破。

把緊
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