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加速
發展，灣區內地九市紛紛推
出支持港澳青年就業創業的

舉措，吸引他們北上發展。然而，中山大
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指出，
目前港澳青年在北上就業創業過程中仍面
臨政策信息獲取渠道不足、營商環境差
異、融資難和資金跨境流通不便等問題。

鄭天祥表示，內地薪酬水平競爭力、
營商環境與港澳仍有不同，加上政策信息
獲取渠道不足和文化差異，導致港澳青年
對內地政策和資助形式不熟悉，增加了他
們在內地發展的不確定性。他認為，要進
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升學互認教育合
作，促進港澳青年更好地融入內地教育體

系。同時，政府應完善支持港澳青年到內
地發展的配套政策，確保他們在就業、創
業和生活上享受同等待遇。

為解決這些問題，鄭天祥建議珠三角
各市加快資源整合，構建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服務體系。具體措施包括成立港澳青年
發展服務中心，提供全鏈條、一站式、專
業化的諮詢服務，涵蓋就業、創業、學
業、置業等服務板塊。此外，加強與在粵
高校、產業園區、創業基地等平台資源對
接，形成聯動機制。

他還建議加快培育面向港澳青年的創
業孵化基地，發揮示範帶動效應。通過聯
動廣東高校和各類創業孵化平台，提供從
創業孵化到成果轉化的全鏈條服務。同

時，打造粵港澳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聯盟，
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實習和就業機會。

他還建議加快培育面向港澳青年的創
業孵化基地，發揮示範帶動效應。通過聯
動廣東高校和各類創業孵化平台，提供從
創業孵化到成果轉化的全鏈條服務。同
時，打造粵港澳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聯盟，
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實習和就業機會。

政府和相關機構還可以提供專項支
持，幫助港澳青年了解內地社會和行業文
化，建立創業網絡及人脈。通過這些創新
措施，可有效降低港澳青年在內地發展的
不確定性和障礙，進一步促進他們的融入
和發展。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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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務政策 助港澳青年了解內地發展

2024年9月30日，新中國成立
75周年紀念日前夕，主題為 「我愛
你，中國」 的第九期 「華師樂集」
活動舉行。 「華師樂集」 是華師石
牌校園圖書館與音樂學院聯合推出
的跨校園、跨學科實踐活動，以
「音樂＋閱讀」 的主題沙龍形式，
實現不同藝術形式的跨界融合。活
動匯聚眾多知名學者和全國各地音
樂名家，為校內外人士帶來深度分
享與交流。而這個項目的創始人，
正是港青陳仰平。

生於香港的陳仰平，從小就跟
着父母回福建老家探親。來華師之
前，陳仰平也曾以學者及作曲家的
身份參加了不少交流項目，到過上
海、青島等城市，對內地發展的日
新月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灣區為創新提供土壤
「在美國求學期間，不少來自

內地的留學生成了我的師友。」 與
他們的交往及思想碰撞，讓陳仰平
在音樂藝術上有更深刻的思考，也
萌生了很多創意。同時，陳仰平還
對在內地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有了更
多認識。這也是陳仰平在即將博士
畢業之際，收到華師遞來的 「橄欖
枝」 後，答應前來一試的主要原
因。

「華師樂集」 創意來自陳仰平
一次突發其想， 「有沒有可能在圖
書館這樣一個彙集各種學科的地
方，做跨學科的交流？」 創意提
出，立刻得到音樂學院和圖書館的
支持，項目逐漸成為大學的系列創
新美育品牌。如今， 「華師樂集」
用音樂和閱讀跟各學院的師生團隊
一起，推動大學各學科之間的合作
和對話。 「在重視國際人才的華
師，有大灣區文化屬性加持，便有

了項目成長的文化土壤。」
此外，陳仰平自2020年開始策

劃名為《水墨藝術及新音樂》的跨
文化、跨學科創意教育項目，推動
香港大學、美國巴德音樂學院中美
音樂研習院以及香港M+視覺藝術博
物館合作探索中西混合音樂創作及
水墨藝術的關聯。他於2022年底聯
同香港、廣州、澳門等地的作曲家
成立 「粵港澳作曲家及音樂創作研
究連線」 項目，發掘、整理、培養
及傳播屬於三地的原創聲音。

對比兩地工作方式，陳仰平認
為香港高校更重視程序和規範，而
在內地只要探索的方向合適和創
新，便容易得到支持，實現多元嘗
試的可能性更多。日常忙於教育之
餘，陳仰平也會從事很多的跨院校
交流和學術策劃工作，在香港、廣
州乃至全國各地之間輾轉奔波，從
而對大灣區融合有了更深刻的體
會。

北上發展 將創意變成現實
「粵港澳三地有天然的聯繫，

而現在大灣區各種學術交流合作更
順暢，能集聚更大的能量，產生更
具影響力的成果。」 陳仰平相信，
未來港人在內地生活、工作會越來
越便利。希望自己能以藝術家和教
育工作者的身份，搭建起文化溝通
的橋樑，促進粵港澳高校音樂創作
教育進一步融合。

陳仰平也鼓勵有想法有抱負的
香港青年到內地主動尋找發展機
會。在他看來，這不是 「退而求其
次」 ，而是一種更積極、更進取的
突破， 「港人港青在內地可以得到
很多支持，能夠在專業領域進行更
多探索嘗試，將創意變成現實，最
終成就自己的事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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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廣州任教 實現音樂創新夢想
創辦音樂＋閱讀沙龍 促粵港澳跨文化交流

資料來源：
《廣東省促進港澳青年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九市就業創業條例》

港建築師展所長 參建南沙工程
2024年5月31日，南

沙小學時代南灣校區擴建
項目（下稱 「南小項

目」 ）動工。這是廣州市南沙區首單
工程建設領域粵港澳規則銜接試點在
建項目，通過創新的 「一崗雙人」 制
度，實現粵港建築業專業人士管理水
平相互促進，權責共擔合作履約。四
名獲得南沙備案的香港專業人士直接
參與項目建設，分別承擔項目負責
人、技術負責人等工作。

項目負責人、中建香港南沙區域
負責人梁爾昌是獲得南沙備案
的四名香港專業人士之一。他
告訴記者，該項目打通了港澳
企業參與廣州建築市場涉及的
經營資質、人員職業資格、招
投標流程、安全生產許可備案
制度等一系列障礙，探索出一
條適用於港澳建築企業、人員
參與內地工程施工的路徑。

同樣來自香港的吳卓雄是
項目安全顧問，負責與工程師
及分包商制定可行的安全施工

方案，以及推廣和落實執行香港的安
全管理系統。他長時間留在南沙工作
生活。這裏生活配套完善，與香港有
便捷的交通接駁，生活上的便利讓吳
卓雄很滿意。

南沙方面表示，將推動更多與港
澳規則銜接試點項目落地建設，香港
建築業界則期待下一步繼續細化與港
澳規則銜接的內容，在打通港澳建築
企業、人員參與內地工程施工路徑的
基礎上，進一步為港澳建築業界進入
內地拓展業務提供便利。

大灣區建設六載
近5500港澳青年北上就業

已有30多年律師從業
經驗的何君堯是香港有名
的 「大狀」 。如今，作為

「001號」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他已在
廣州執業兩年多，每年在內地工作的
時間有190多天。

截至2024年9月，有近500名港澳
法律人士通過內地司法考試取得粵港
澳大灣區律師證書，可以在大灣區內
地九市執業。

2024年11月，首批207名香港工
程師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工程專業職稱
評價，取得內地相應工程專業的職稱
資格。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說，首批試點工程專業的職稱評價順

利完成，體現了國家對香港專業人士
的支持和關愛，也能讓香港的專才更
好地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發布實施近六年來，廣東省搭建 「1+
12+N」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
系、出台《廣東省促進港澳青年在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就業創業條
例》、不斷優化完善港澳青年就業創
業公共服務，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
一起創辦的初創企業提供創業補助、
創業擔保貸款等政策支持，至今已累
計孵化港澳項目超過4800個，吸納港
澳青年就業近5500人。越來越多港澳
青年選擇融入灣區、扎根灣區，在南
粵大地落地生根。

扎根
灣區

在香港主修音樂創作，到美國師從著
名華裔作曲家梁雷，再到華南師範大學
（下稱 「華師」 ）任教，擔任跨學科創意
美育項目 「華師樂集」 的發起人兼藝術策
劃總監……80後港青陳仰平一直致力於跨
文化、跨學科探索，並通過在大學搭建創
新的學術平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音樂
和教育交流。

在陳仰平看來， 「音樂＋閱讀」 主題
沙龍 「華師樂集」 從創意變成現實，得益
於大灣區同源的文化土壤，內地對多元創
新的支持，以及灣區融合的趨勢。 「只要
有進取心，有想法和創意，港澳青年人在
這裏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和配合，成就自
己的事業與夢想。」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廣州報道

3
1

2

港澳青年灣區內地九市
就業政策（部分）

•推進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報考
內地九市公務員

•支持內地九市國有企業、事業
單位公開招聘港澳青年

•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等為
港澳青年提供職業技能培訓

•港澳青年失業後可進行失業登
記，享受促進再就業等服務

•推動實現一次評價可以同時獲
得內地職業技能等級證書、港
澳技能類水平證書

•依法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
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港澳青年可按規定購買商品住
房或者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申請人才住房、保障性租賃住
房、公共租賃住房或者租房補
貼

•港澳青年按照規定繳存住房公
積金，同等享受當地居民提取
個人住房公積金、申請住房公
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相關待遇

•子女平等享受當地居民基本教
育公共服務，在義務教育階段
按照當地隨遷子女入學相關政
策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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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仰平（後排左五）和 「華師樂集」 的師生團隊們合照。 受訪者供圖

▲南沙小學時代南灣校區擴建項目安全顧問吳
卓雄在現場進行安全檢查。

▲跨學科創意美育項目 「華師樂集」 活動現場。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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