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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府支持、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協助下，12
名本港青年公務人員獲外交部推薦參與聯合國初級專業人
員方案（JPO），今年初陸續出發，以中國人員身份到聯合
國不同機構工作兩年。

當中， 「80後」 政府化驗所化驗師陳玠彤（Olivia）將
於本月底，前赴在肯尼亞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預期參與
協助減少化學品和廢物污染的工作。

今次是香港第二批青年公務人員獲外交部推薦進入聯
合國的機構工作，人數是2019年首次參與的兩倍多。陳玠
彤說必定全力以赴，用好自己的專業知識，深信其他同獲
推薦的第二批公務人員，都會各自在聯合國的新崗位發揮
所長，擔當國家和世界的橋樑，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80後化驗師：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特區12青年公務人員 獲外交部推薦聯合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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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高質量職專培訓助港提升生產力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21日發表網誌表示，
充裕的人才供應是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的關鍵，職業訓練平台可讓學員、僱
主、潛在客戶及市場更好對接和合
作，在香港推動經濟轉型並朝高質量
發展之際，職專學習和訓練絕對有更
大的發展空間。

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發展機會
陳茂波表示，他最近訪問了香港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中華廚藝學院和國
際廚藝學院，感受到學員對烹調藝術
以至投身這個行業的濃厚興趣和熱

誠。他指出，香港素有 「美食之都」
的美譽，美食經濟絕對是香港的機
遇，特別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發展
機會。職業訓練局是香港最具規模的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每年為約20萬名
學員提供職前和在職訓練，頒發國際
認可的學歷資格。轄下除了廚藝學
院，還有酒店旅遊、設計、海事訓練
等多元化的主題學院。職專教育及多
元培訓，有助增強整體勞動力的水平
和學習能力，也有利於生產力的提
升。

陳茂波表示，人工智能、大數據
和機械人等的科技變革，雖然衝擊着

傳統工序和職位，但另一方面也帶來
新機會。香港必須加強培訓本地人
才，特別是提升跨領域技能的職前及
在職培訓，為有志尋索新方向、邁進
新賽道的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及幫
助，也為希望通過學習新技能、提升
競爭力和收入的人士提供更多上進的
選擇。

陳茂波還表示，在過去多份《財
政預算案》中都有撥出資源，提升和
加強優質的職業專才教育培訓，並將
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恆常
化，讓學員透過計劃以 「邊學邊賺」
模式，接受學徒培訓並獲發工資。

較首次推薦人數增逾倍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及外

交部駐港公署的協助下，香
港特區於2019年首次參與聯合國初級專業人
員（JPO）方案，派出五名獲外交部推薦的青
年公務人員，以中國人員身份在聯合國位於美
國紐約、瑞士日內瓦和奧地利維也納辦事處，
出任不同職位。

今次第二批共12位獲外交部推薦參與JPO
的青年公務人員，同以中國人員身份，派赴到
聯合國位於美國紐約、瑞士日內瓦、奧地利維
也納及肯尼亞內羅畢的辦事處出任不同職位，
為期兩年。他們分別來自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環境及生態局、勞工及福利局、律政司、香港
海關、渠務署、政府化驗所、知識產權署、香
港警務處、運輸署，以及廉政公署。

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早前在第二
批由國家推送的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任
職發布儀式上指出，推送優秀香港青年到聯合

國系統任職，是中央政府充分發揮 「一國兩
制」 制度優勢，關心關愛香港青年，助力香港
青年在更廣闊舞合上歷練成才的重要舉措。香
港青年赴聯合國任職凝聚着祖國的深情厚意，
肩負着特區的殷切期待，也是個人發展的難得
機遇，大家要積極向全世界展示當代香港青年
自信、自立、自強的精神風貌。

學成歸來可做好經驗傳承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昨日表示，希

望參與計劃的12名青年公務人員在國際舞台發
光發熱，於兩年後學成歸來，向其他青年公務
人員同事做好經驗傳承，令香港擁有一批又一
批，具備國際視野、熟悉內地及香港發展機遇
的 「超級聯繫人」 ，可以從更宏觀高度和角度
思考問題，制訂政策措施，真正做到發揮香港
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大公報記者義昊

為期兩年

◀陳玠彤表示，相信自己在政府化驗所得到的專業經驗，有助
她在聯合國發揮所長，作出貢獻。 視頻截圖

難得的好機會

▲第二批香港青年公務員獲外交部推薦進入聯合國機構工作，
人數是2019年首次參與的兩倍多。圖為紐約聯合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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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玠彤畢業於香港大學，擁有哲學博士（化學）
學位，於2018年底加入政府，先後出任水務署及政
府化驗所的化驗師，主要負責化學分析，支援環境保
護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海關等部門的執法工作，例
如進行水質及空氣質素監測等，並在保護環境、保障
消費者權益等方面提供分析服務。

希望發揮所學作專業貢獻
她獲派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內羅畢總部的化學品

與衞生署工作，任期兩年。她說， 「全球正面對氣候
變化、生物多樣性消失、環境污染等重大議題。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致力保護環境，我預期未來參與的項目
將圍繞減少來自化學品和廢物的污染，因此需要熟悉
相關化學知識的人員。」 她預期在聯合國工作期間，
將與世界各地政府、相關行業及組織的合作，共同尋
求有效管理化學品及廢物污染的方案， 「相信在政府
化驗所得到的專業經驗，有助於我在聯合國發揮所
長，作出貢獻。」

將要首次踏足非洲大陸，她說出發前做足功課，
例如根據當地入境要求，在出發前一個月接種黃熱病
疫苗，還接種了傷寒、流行性腦膜炎等一系列預防疫

苗。她並已提前聯絡當地工作人員，了解肯尼亞的生
活情況，例如知悉當地氣候宜人，氣溫介乎15至
25℃，所以會準備足夠的長袖衣物；當地具規模的商
場和超市亦流行使用電子支付，因此不用擔心日常用
品。

冀擔當國家和世界的橋樑
「能在眾多候選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其中一分

子，我感到非常榮幸！」 陳玠彤說，非常感謝外交
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公務員事務局，在遴選
時給予機會和悉心安排，以及部門管理層的推薦和鼓
勵；她也十分感謝家人的尊重和支持她的決定。

「我必定全力以赴，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聯合
國的新崗位上發揮所長，在全球化學品污染議題上出
一分力。」 陳玠彤說，已為未來兩年在聯合國的工作
訂下三個目標：擴闊視野、汲取經驗、薪火相傳。她
鼓勵有志參與國際組織事務的同事，將來把握機會報
名參加下一批JPO，展現香港人勤奮高效、認真務實
的工作特質。她深信，其他第二批參加JPO的同事
們，也都會在各自崗位努力工作，並擔當國家和世界
橋樑，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在中央政府支持、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派員公署協助下，
第二批共12名香港特區
青年公務人員，獲外交
部推薦參與聯合國初級
專業人員方案，以中國

人員身份到聯合國不同機構工作兩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在臉書形

容，12名公務人員在聯合國兩年任職期，
是 「跳出香港，放眼世界，回饋國家，未
來可期」 。

回歸前，公務員培訓局限在專業知識
及管理技巧方面，缺乏國家民族觀念及國

際視野教育。回歸後，公務人員的國家民
族觀及國際視野雖有加強，但情況未如理
想。

沒有國際視野的公務人員，如同井底
之蛙，無法出色完成 「超級聯繫人」 重
任，亦不可能為香港根據國際形勢，制訂
長遠、具前瞻性策略。近年，特區政府加
強公務人員國家民族意識及國際視野培
育，在中央支持下，令問題獲得改善，有
利香港未來發展。

未來將有更多青年公務人員在中央支
持下，走出香港參與國際事務，他們最終
將回饋香港、貢獻國家。中央政府重視香
港青年發展，實事實幹，又一鮮明例證。

蔡樹文
透視鏡

放眼世界 回報國家

龍眠山

「80後」 政府化驗師陳玠彤月
底將赴位於肯尼亞的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履職，未來的兩年內，她
將與各國政府、相關行業和組織
合作，共同尋求有效管理化學品
和廢物的方案。這是她人生第一
次到非洲，難得的經歷有助她開
拓視野，終生受用。而香港年輕
人為聯合國工作，也是在國際社
會宣傳香港、 「講好香港故事」
的最佳方式之一。

第二批獲外交部推薦參與聯
合國初級專業人員方案（JPO）、
以中國公民身份到聯合國不同機
構工作的12名港人，年初開始陸續
出發，陳玠彤是其中一員。2019
年，經外交部推薦，5名香港年輕
公務員參與該計劃。第二批的人
數比第一批多出逾一倍，背後反
映出一個簡單的事實：隨着國家
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港人獲得的
發展機會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
大。

聯合國是一個龐大的機構，
各國派出人員數量與其對聯合國

的貢獻多少成正比。中國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推動解決國
際問題的重要力量，對聯合國的
貢獻不斷增加，話語權隨之提
升，派出的人員也相應增加。而
外交部推薦香港年輕人到聯合國
轄下不同機構工作，增加閱歷，
則是國家一向關愛香港、幫助香
港年輕人成長成才的有力體現。

這又是一個 「國家好，香港
更好」 的例子。在國家支持下，
未來會有更多香港年輕人獲得為
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機構工作的機
會，香港亦將因此有了一批具備
國際視野的年輕人隊伍。待他們
歷練歸來，特殊的閱歷和積累的
經驗，可助他們將來在工作時，
能有更宏觀的思維和更廣闊的視
野，真正做到發揮香港所長，貢
獻國家所需。

「跳出香港，放眼世界。回
饋國家，未來可期」 ，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對這群年輕人
的勉勵，道出了市民
大眾的殷殷期待。

推進沙頭角發展 開放禁區正此時
「邊境禁區」 是歷史產物，必然隨

着時代的前進而消失。沙頭角自上世紀
五十年代被列為禁區，與世隔絕大半世
紀，淪為 「春風不度」 的邊城。現在，
隨着特區政府釋放加快開發沙頭角的訊
息，沙頭角終於迎來華麗變身的契機，
這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
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必然要求，更
是當地居民的強烈呼聲。

「日出沙頭，月懸海角」 。沙頭角
因美景而得名，這裏曾為海港和產鹽
地，商旅雲集，更曾通過火車。但自從
被港英政府列為禁區，沙頭角發展長期
處於冰封狀態。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改
革開放初期，沙頭角中英街成為眾多內
地居民一窺香港繁華的窗口，一度重新
熱鬧起來。但香港回歸後，多個口岸開
放，沙頭角再度沉寂。在各方強烈呼籲
下，自2012年起，特區政府分三階段開
放 「邊境禁區」 。沙頭角已釋放超過
2000公頃的土地，現時禁區只剩下沙頭
角墟及邊境地帶，但總體來說，沙頭角
發展極其緩慢。

在香港回歸祖國近26年的今天，沙
頭角有如時光停頓，發展定格在上世紀

中葉，這是說不過去的。相比一街之隔
的深圳鹽田區發展日新月異、高樓林
立，更是判若雲泥。沙頭角太落後了！
這是沙頭角居民的心聲，也是遊客的感
慨。開放和發展沙頭角早已是民心所
向，正如當地居民指出，希望借助北都
發展之東風， 「可以為沙頭角帶來新的
春天，新的轉機，不再是一潭死水。」

令人欣慰的是，沙頭角開發近來已
提上日程。去年開始，沙頭角實行第一
階段開放，周六、周日和公眾假期接待
旅遊團，但只能在指定地點停留半小時
至一小時。今年初開始，旅遊團人數增
至每日700人，個人遊增至每日300人，
且每日開放。到明年初，每日接待遊客
數字將增至1000人。不能大幅開放的原
因，是各方面設施未能配合，接待能力
嚴重不足，也有人擔心突然有太多遊客
湧至會打亂日常生活的節奏。

推動沙頭角發展已是社會共識。發
展要有緊迫感，速度太慢，跟不上時代
變化，追不上大灣區建設的步伐，不符
港人期望。首先，特區政府推動北部都
會區建設，沙頭角是其中一塊重要拼
圖，不能 「獨缺」 ；其次，深圳市為發

展沙頭角一帶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經有
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和路線圖。當然，全
力推進沙頭角發展不能只靠深圳，香港
這一邊必須全力動起來，乘熱打鐵，共
同努力將沙頭角建設成大灣區的一個重
要示範區。

沙頭角擁有豐富的文旅資源，這裏
山水俱佳，風光旖旎，生態環境一流；
這裏蘊藏豐富的客家文化，有不少文創
活動地區；沙頭角更是當年東江縱隊的
活躍地區，可發展愛國文物徑。而作為
沙頭角核心的中英街，堪稱 「禁區中的
禁區」 ，是香港與國家一度分開但血脈
相連的歷史見證，也是內地改革開放的
一個縮影，發展成為地區性乃至國際性
旅遊消費區，極具潛力。

發展沙頭角近日再添動力。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近日談到重建後的皇崗口岸
將實施 「一地兩檢」 方案時，表示特區
政府積極研究創新通關模式，重建後的
沙頭角口岸將率先實施 「兩地一檢」 方
案，釋放出加快推進沙頭角建設的重要
訊息，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昔日禁區將
成為未來發展的熱點和跨境合作的前沿
陣地，令人充滿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