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香港─國際人才
嘉年華2025（春季）」 昨日

起一連兩天在亞洲國際博覽會舉行，今年超過400家企業
參展，提供超過2萬個崗位，首日有約1.7萬人參與，整體
規模較去年大一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今年

邀請廣東、浙江和天津的公司參與。希望求職者可通過此
平台追尋夢想。

有AI科技公司表示，近年越來越多公司用AI模型解決
問題，行業對算法和應用開發方向的人才需求較大，希望
廣納大灣區及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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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400企業參展 可即場面試
本屆國際人才嘉年華昨日開幕，合

共超過400家公司及企業參與，提供超過
2萬個崗位，當中廣東省、浙江省分別有
約100家企業來港，整體覆蓋金融、傳
媒、人工智能、新能源、電子科技、生物
科技等各大領域。昨日上午11時開幕前
已有大批求職者入場，在各企業攤位前排
隊諮詢，可即場面試。

商湯科技產品總監欒青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目前AI行業在各地區正蓬勃發

展，各行各業都有需求，尤其近幾年的
Transformer大模型，能通過識別、對
話、文字和視頻等生成，可以真正幫助各
行業解決問題，提升企業運營管理效率。
她表示，行業內的人才緊缺問題始終存
在，尤其是算法、應用開發等方向的人
才，她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吸納更多有靈
感、有想法的年輕人加入，把握時代機遇。

龍昇新能源控股助理經理熊栩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活動首日的上午已收到約
100份簡歷投遞，包括優才、高才及專才
等各類人才，主要涉及能源平台管理、電

動車電池的儲能和售後，以及軟硬件系統
的開發等。她稱，香港在新能源發展方面
較內地和其他地區稍為落後，故會考慮求
職者是否有內地相關工作經驗，以及是否
具有國際視野。

具國際視野及內地經驗吃香
永明金融團隊經理陳小姐向大公報

記者表示，活動僅半日已收到起碼三、四
百份求職問卷。她稱，隨着內地經濟發
展，民眾的財富增多，對多幣種資產配置
需求上升，香港作為境外金融和資管中
心，理財行業發展機會大，希望能吸引更
多內地人才來港、留港。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昨日開幕禮上
通過視像致辭，他表示，政府在2022年
推出一系列積極招攬人才的措施，包括
「高才通」 計劃等，截至今年2月底，各
項計劃已收到45萬宗申請，其中超過29
萬宗已獲批，約19.6萬人才已來港。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開幕禮
致辭時表示，今年國際人才嘉年華活動的
整體規模較去年大一倍，各地企業來港，
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化平台招攬四面八方
的人才，希望各位求職者能夠藉此平台一
展身手、追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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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行業高速發展 各地企業搶人才
國際人才嘉年華揭幕 提供逾2萬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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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評選 候選人質素高

藝術生熱心公益 助聽障女孩出攝影集

▲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2024-2025 「學術成就獎」 「公益實踐獎」 項
目評獎活動昨日在廣州舉行。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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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展位受歡迎
應聘者絡繹不絕

對新媒體感興趣

求職者有Say

深圳劉小姐：我有近20年的
會計經驗，曾就職於國內大
廠和初創企業。一直關注
《大公報》，覺得有權威
性，管理比較完善，希望入
職會計崗位，計劃留在香
港，尋求更好發展。

市民吳先生：《大
公報》歷史悠久，
新聞報道一直與時
俱進，小時候經常
看 ， 現 在 也 會 關
注。希望從事傳媒
行 業 ， 對 視 頻 製
作、社交媒體比較
感興趣。

重慶陳小姐：我目前
在英國讀傳媒專業研

究生，具有記者相關的實習
經驗。我小時候曾經來香港
參加文藝匯演，當時活動還
登上了《大公報》，覺得特
別有緣分！現在臨近畢業，
希望應徵新媒體編輯和記者
崗位，想留在香港發展。

希望成為記者

計劃留港發展

我到內地讀書後一直參與志願者工
作。最近為鄉村小學生設計一些AI課
程，讓他們也能了解最新的潮流。內地
城鄉發展差距比較大，希望盡力幫助鄉村的學生追平一些
信息差距。

入圍十大港生評選

暨南大學港生陳泓霖：
用AI縮短城鄉差距

我從高中就開始做志願服務，包括
賣旗、賣慈善獎券等。最近和同學到惠
州鄉村為小朋友設計了不同課程，教他

們畫非遺面譜、一起在鄉村的牆上做牆繪，覺得很充實。

「公益實踐獎」二等獎

暨南大學港生宋曉欣：
教鄉村學生畫畫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隨着北上求學的港生人數增長，當
中湧現出的優秀港生群體亦越來越多。
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2024-2025 「學術
成就獎」 「公益實踐獎」 項目評獎活動
29日在廣州舉行。主辦方向大公報記者
表示，在當天兩大獎項的候選人中，博
士 「含量」 越來越高，側面反映北上求
學港生水準在提升。獲得 「學術成就
獎」 二等獎的港生、目前在中山大學就
讀大四的金融學專業的港生張宇軒，碩
士已獲劍橋大學的offer，因看好大灣區
的發展前景，最終選擇留在香港大學繼
續深造。亦有港生北上求學期間一直熱
心公益，志願服務時長超過1400小時；
還有北上讀藝術的港生，幫助了貴州偏
遠山區的聽障小女孩出版了攝影集，讓
弱勢人群向世界表達出自己的聲音。

棄國際名校offer 留港大深造
獲得 「學術成就獎」 二等獎的港生張宇軒今

年就讀大四，放棄了國際上眾多優厚的大學
offer，最終選擇在香港大學繼續升學。 「我很想
留在大灣區發展，作為金融學生，看得到國家出
台了很多政策全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希望可以結合自己的專長去做一些貢獻。」 他表
示，香港和內地的學生對彼此認知有一點差距，
部分內地學生認為香港學生的學術能力較弱，而

香港學生則可能覺得內地教育較為 「死板」 。
「作為學術成就獎的獲獎者，希望我們能在兩地

學生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幫助大家消除誤解、增
強了解。」

除了學術成就外，北上求學的港生在公益事
業方面的熱忱也同樣令人感動。是次獲得 「公益
實踐獎」 一等獎的香港學生譚明麗，目前正就讀
於廣州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專業。她在兩年前到貴
州一個偏遠山區做社會實踐調查時，發現了一位
「不會說話、只會比劃」 的小女孩洲媛。原來洲

媛患有先天性聽障，學不會說話，但她卻能 「無

師自通」 地通過相機拍攝影像來表達。
「她拍的上千張照片中，有很多角度獨
特、十分具有藝術性的照片。」

譚明麗決定和同學將洲媛拍攝的照
片整理成冊，並成功爭取到了香港慈善
機構和廣東企業家的資金支持，最終出
版了《我的目光清澈》攝影集。洲媛的
父親早逝，母親也已改嫁，她和妹妹在
鄉下跟爺爺奶奶相依為命。而這本攝影
集出版後，洲媛的生活也有所改善，讓
譚明麗感到安慰。 「我已經跟了洲媛的
攝影項目兩年多了，雖然自己今年就畢
業了，但我會繼續做下來，希望能夠支
持到洲媛學會手語，真正和我們表達她
的想法那天。」 譚明麗告訴《大公
報》，這次獲得 「公益實踐獎」 ，希望
能夠鼓勵更多人關注和幫助像洲媛這樣

的孩子，讓他們能夠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聲音。
今次活動由 「一國兩制」 青年論壇、內地港

澳青年學生之家主辦。 「今屆的參選學生整體質
素非常高，當中有好幾位是博士生，他們背景多
元，而且都曾參與不同類型的交流、實習或研究
計劃。」 「一國兩制」 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何建宗博士表示，大灣區
「十大港生」 平台只是一個起點，希望能鼓勵更
多青年人持續探索、發展所長，並積極回饋社
會，成為具備視野、擔當與熱情的新一代香港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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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港生心聲

我是讀計算機方面的專業，亦在多個
比賽項目獲獎。現在AI發展如火如荼，大
灣區對於這方面的人才需求十分大，我希

望以後能留在灣區發展，為灣區的AI產業出一分力。

「學術成就獎」優異獎

五邑大學港生馮凱翔：
為灣區AI發展獻力

我今年大四，做志願者的時間已經
超過1400小時，現在正為下半年第十
五屆全運會志願者的服務做準備。今年
是東深供水工程60周年，飲水思源，希望多做公益實踐回
饋祖國。

「公益實踐獎」優異獎

暨南大學港生楊竣傑：
做公益回饋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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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在創新香港─國際
人才嘉年華2025活動上

設置招聘展位，提供記者、編輯、
會計、經營、行政等多個崗位。昨
日上午11時活動開幕，展位前已立
即有十餘人排隊，諮詢招聘詳情，
在工作人員答疑解惑後，不少求職
者隨即填寫個人資料。

「每日關注《大公報》新聞」
展位工作人員表示，昨日收到

近260封簡歷，數量較去年大幅上
升，意向崗位以文字編輯、視頻編
導等為主；求職者背景較多是從內
地來港攻讀碩士的學生，亦有不少

求職者已有香港工作簽證。
來自重慶的求職者陳小姐向大

公報記者說，自己與《大公報》十
分有緣分，她回憶，小時候曾來香
港參加文藝匯演，當年《大公報》
有報道該活動的消息，她現時在英
國讀傳媒專業，有記者相關實習經
驗，未來打算留港發展，希望到
《大公報》工作。

來自深圳的劉小姐說，早前通
過 「高才通」 計劃來港，希望通過
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開闊眼界， 「每
日都會關注《大公報》的新聞推
送，相信在這種有權威性的公司，
管理制度更完善，自己也能有更好
的發展。」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留港
發展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文、圖）

焦點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