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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高層團勉港青融入灣區建設
走訪廣州港澳青創基地 感受火熱創業氛圍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馮自培

充滿懷舊氣息的騎樓街、與
港式街道遙相呼應的石板街、中

西風格結合的老建築……在廣州市城市規劃展覽中
心參觀時，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的團員
紛紛拿起手機拍攝，記錄下這些喚起灣區人共同文
化記憶的建築模型。參訪團在廣州的首個站點──
廣州市城市規劃展覽中心，透過 「沉浸式」 4D影
院、廣州版 「清明上河圖」 、6D 「穿越」 短片、
VR體驗等形式，讓團員立體了解廣州城市建設發
展的脈絡和足跡。

走進廣州城市規劃展覽中心，團員首先被大型
LED屏幕與 「透光混凝土牆」 聯動播放的影片《廣
州．生長的天際線》所吸引。這是一個規劃與國土
綜合展示、城市文化展示的平台，兼具科普與互動
等功能，觀眾可以零距離感受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
市的城市格局和未來發展的宏偉藍圖。

參訪團仔細觀看展板、互動演示，詳細了解廣
州的城市規劃情況。走到廣州全域沙盤前，有團員
馬上舉起手機， 「自拍」 打卡。看到廣州騎樓、石
板街等特色建築介紹時，參訪團成員也饒有興致地
討論起來。有團員表示，看到廣州的騎樓街，聯想
到香港九龍也有一小段騎樓街，覺得分外親切。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黃寶儀

文化同源

了解羊城發展足跡
騎樓喚起共同記憶

23日起，香港傳媒高
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圍繞 「聚焦新

發展 激發新動能」 的主題，開啟為期三
天的廣東考察之行。在首站廣州的考察中，已
經進駐100家港澳企業的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
之家總部創業基地給參訪團留下最深刻印象。不
少團員點讚這裏創業氛圍火熱， 「雖然香港也有
類似的創業基地，但氛圍遠遠不及這邊活躍，這
裏年輕人的想法很多、很新鮮」 。得知這裏已經
幫助超過400家港澳企業落戶灣區內地，很多團
員紛紛為這些勇於求新求變的港青們點讚，希
望更多有志青年能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

發揮自身所長，實現人生價值。

◀23日，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
參訪團參觀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
之家總部。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走進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港媒高層參訪團首先參觀港澳

創業團隊原創產品。一個金線鳳凰圖案的紅皮手
袋，因其具有中式特色又顯得雍容典雅，引來團員
拍照留影。

「這是一個 『內地非遺文化＋港澳本土文化』
項目的作品。」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創業基地
總經理陳賢翰說。邊走邊參觀過程中，多個港澳青
創項目成功吸引團員的注意，他們仔細問詢港青進
駐港澳青年之家的條件。 「請問月租多少錢？」
「會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工作人員都一一作答：
「月租金大概2000多元，有專門團隊幫助初創企
業處理稅務等問題，還會及時傳達最新的港澳青創
政策。」 聽到這些優惠條件，有傳媒高層 「心
動」 ，幽默提問： 「請問歡迎60歲以上的香港老青
年進駐嗎？」 話音剛落，引來現場一片歡笑聲。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特稿

創業基地優惠多
傳媒高層也心動
花絮

港青內地創業感受

團員心聲

▲23日晚，參訪團乘船夜遊珠江。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參訪團在廣
州市城市規劃
展覽中心聽講
解員講解城市
變遷。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攝

23日，參訪團首站到訪廣
州，先後走訪了廣州市城市規劃
展覽中心、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
年之家等地。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布置簡
潔明快，透明玻
璃間隔出一個個
辦公區，從咖啡
廳、會議室到頭
腦風暴室、冥想
室等，一應俱
全。參訪團在寫
有 「彌敦道」 等
頗具港澳特色的
標識牌指引下，
走進一個個港澳
青年的辦公空
間，仔細了解在
此落地的香港創
業項目。團員、
《AM730》 社
長盧覺麟說：
「這裏的裝修風

格很有型，比如有咖啡廳、直播間，為
這群港青一起工作提供共享空間，讓來
這裏創業的年輕人可以隨時碰頭聊聊
天，真是朝氣蓬勃！這樣擦出來的火花
遠比單打獨鬥強。」

團員：年輕人想法新鮮大膽嘗試
「雖然香港也有類似的創業基地，但

氛圍遠遠不及這邊活躍，這裏年輕人的想
法很多很新鮮，他們很放心大膽嘗試。」
駐足在玻璃隔間外，看到裏面一個個員工
都在忙碌工作，盧覺麟忍不住拍照記錄下
港澳青年創業的身影。在他看來，這裏創
業氛圍火熱，創業項目涉及領域豐富，有
不少接地氣的項目，比如迷你倉、智能藥櫃
等，打破了局限印象。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創業基地總經

理陳賢翰介紹，成立五年來，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已成為一個服務港澳青年的知名品牌，累計發
展港澳青年會員近1000人，培育40多名青創典
型，幫助479家港澳青年創辦的企業落戶廣州，
其中億元估值企業10個，服務接待港澳青年超1
萬人次。

港青：多試錯多考察尋找空間
當天的參觀行程中，要以金剛迷你倉項目

最受關注。迷你倉是內地首批採用互聯網技術的
一種自助倉儲服務，香港創業團隊、金剛迷你倉
聯合創始人古偉龍介紹，他和朋友合作創業，短
短幾年時間，金剛迷你倉在香港、廣州、深圳等
城市開設了75家門店，幾乎遍布各個區域，公
司最新估值已經過億元。

「內地創業成本低、試錯機會多。」 古偉
龍說： 「以我們為例，金剛迷你倉在內地的租金
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左右。」 他認
為，港青可多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考察，尋找適合
的發展空間。

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氛圍濃厚，讓不少團
員印象深刻。團員、香港中國通訊社總編輯黃少
華在復常通關後首次到訪大灣區內地城市，感覺
新鮮： 「只有實地體驗，才能感受到大灣區的發
展速度，感受到這裏火熱的創業氛圍。」

此次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規格
高，由香港中聯辦組織，成員由本港18家主流
媒體高層組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總編輯兼大公報社長、文匯報社長李大宏擔任團
長，《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擔任副團長，香
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擔任顧問。

參訪團將圍繞 「聚焦新發展 激發新動
能」 的主題，先後考察廣州、深圳、東莞三座大
灣區內地城市。當地官方均予以高規格接待，深
入介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最新情況。

參訪團還將與各界人士作深入交流，親身
感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跳動脈搏，充分發掘在
廣東高質量發展中的香港新機遇，進一步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的務實合作，攜手講好粵港澳大灣區
故事。

▲參訪團到訪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了解港青創業
情況。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港媒高層團參訪港媒高層團參訪 大 灣 區

金剛迷你倉聯合創始人古偉龍：
•金剛迷你倉在內地的租金只有香港的三分
之二或二分之一左右，可見內地創業成本
比較友好。現時我們金剛迷你倉在全國的
門店數量達到75家，公司的估值已經過
億。這一切都離不開大灣區內地城市給予
我創業起步的支持。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創業基地總經理、
香港永安達集團董事總經理陳賢翰：
•大灣區創業支持政策越來越完善，註
冊、繳稅等問題在港澳青年之家有團隊
幫忙，方便很多。作為一名在香港和大
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創業的香港設計師來
說，大灣區機會真的很大。

香港中國通訊社總編輯黃少華：
•廣州在城市規劃上有很多值得香港借

鑒的地方，當地騎樓建築文化保護
得很好，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同源的傳統。廣州在融入大灣區
建設方面提出了很多創新舉措，值
得香港傳媒大力報道。此行多了
解、多學習是最重要的。

《AM730》社長盧覺麟：
•參觀過程中看到一個個辦公室內

的員工都在忙碌工作，感覺業
務都頗有進展。這裏的裝修風
格也很有型，有咖啡廳、直播
間，為港青一起工作提供共享
空間，讓創業年輕人可以隨
時碰頭聊聊天，這樣擦出來
的火花遠比單打獨鬥強。

穗港可探索一程多站夜景遊
23日晚上，香

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
參訪團登上珠江遊船，乘

風夜遊。珠江兩岸燈光
璀璨，高樓大廈的輝煌燈火

倒映江中，流光溢彩。
夜幕下珠江兩岸的燈光秀，

是廣州一張亮麗的名片，其實廣州
的璀璨燈飾與港式酒店文化有千絲萬

縷的聯繫。1988年12月24日晚上，香
港商人霍英東投資興建的白天鵝賓館，
一夜間亮起無數燈飾，照亮了廣州夜
空。堪比維港夜景的壯觀景象吸引了無
數廣州市民打卡。作為廣州第一家在主

樓外立面亮起聖誕大型燈飾的地標建築物，白
天鵝賓館開啟了亮燈先河，在其帶動下，珠江
兩岸的亮燈建築也越來越多。

如今，廣州珠江夜遊已經發展成為特色旅
遊項目。隨着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港澳航線
客船的復航大幅提升了水路出入境的旅客人

流，春運期間港澳航線客運量達到近
9000人次。同時，珠江遊船的遊客數量
激增，今年春運期間珠江日夜遊客運量
達14.6萬人次。穗港兩地如何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 「一程多站」 的旅遊合作，也
成了團員的關注點。有隨團港記表示，
看到珠江兩岸的風景、燈光輝煌的建
築，會聯想起維港夜景，但兩者又有各
自特色， 「穗港兩地很值得探索如何合
作推動夜景特色旅遊 『一程多站』 。」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黃寶儀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23日，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展開在廣州的考
察行程，20多名隨團記者馬不停蹄地跟着走訪參觀。在多個

採訪現場，來自大灣區各地的媒體記者濟濟一堂，攝影攝像設備密密匝匝，咔
嚓咔嚓的快門聲此起彼伏，暌違多年的熱鬧繁忙的傳媒工作場面重現眼前。

記者與行家交流得知，通關復常以來，尤其是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召開之
後，灣區內部人員交流、項目合作呈不斷升溫狀態。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不少
港媒同行多次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走訪，有的挖掘自有選題，有的跟團考察，體
驗了廣深港高鐵的便捷，目睹了廣州港式學校的新貌，不少人對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地標建築、粵港合作項目如數家珍。

灣區融通打造的 「一小時生活圈」 ，尤其讓媒體行家印象深刻。有行家計
過數，從深圳前海乘坐高鐵回港上班，用時比從香港家中出發返工還要短。而
大灣區內地蘊含的新聞富礦，也對媒體行家產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部分行家提
及，希望所服務的港媒機構能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駐點，方便他們在此深入
採訪，寫出更多有價值的好新聞。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記者手記

灣區新聞富礦
港媒北上收穫豐

聚焦新發展
激發新動能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