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助灣區就業 逾300港青入職
限2019年至2021年畢業生申請 部分須3年經驗門檻疑太高

香港特區政府今年1月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由政

府資助企業聘請港青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工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透露，該計劃共提供超過

2,800 個職位空缺，目前有逾

300名成功申請者已經入職，即

暫時有逾一成職位空缺獲本港畢

業生就職。有曾參加該計劃的港

青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該計劃只限2019年至2021

年期間畢業生申請，而且部分職

位需要1年至3年工作經驗，門

檻多多使不少人卻步，也有2018

年畢業的港人求職後才知不符合

資格，認為政府不應規限畢業年

期，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北上就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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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祖國與香港
的發展血脈相連、密不可分，國家自

改革開放以來，本港工商界到內地投資興
業，至國家經濟騰飛，本港方方面面都受
惠於背靠祖國的優勢，國家構建新發展格
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施「十四
五」規劃，更為香港創造不容錯失的重大
機遇，本港年輕人應充分把握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機遇，切勿故步自封。
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生產總值接近1.7

萬億美元，是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
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發展潛力巨大，本港
年輕人不應錯過大灣區發展的高速列車。
「十四五」規劃的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中，明確提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
流精品品牌的方針。

逾2800職缺 半數屬創科
香港特區政府今年1月推出「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目標是提供2,000個月薪
不少於1.8萬港元的職位，供2019年至
2021年期間獲頒授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香港
畢業生，申請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特
區政府會按每名受聘畢業生人數，向企業
發放每人每月1萬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
18個月。
他指出，計劃推出後，企業反應十分
熱烈，截至本月24日有超過370間企業
共提供逾2,800個職位空缺，當中約半數
為創科職位，獲聘畢業生最遲須於今年8
月入職，迄今則有超過300名港青成功入
職。

規限畢業年份 礙年輕人北上
企業反應理想，但不少港青卻有感該計

劃限制多多。曾出席「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招聘博覽」的梁先生昨日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原擬應徵銀行工作，惟到場後才被
告知該計劃只限2019年至2021年畢業生
申請，而梁先生2018年獲頒大學學位，未
符合資格，「計劃應該放寬資格，讓30歲
以下人士都可以申請，更多年輕人有參與
的機會，不應硬性規限畢業年份。」
他表示，一些企業也要求應徵者具工作

經驗，但剛畢業的年輕人未必符合資格，
放寬畢業年期反會有更多具經驗的港青參
加。本身有金融工作經驗的梁先生，最後
放棄北上，現於本港從事金融業。

應徵者因職位需經驗卻步
另一名曾出席該招聘會的林小姐在港從

事巿場營銷工作，之前是籃球運動員，
故早前在招聘會上應徵內地小學體育教
師職位，其後獲安排面試，僱主主要看
重她的英語能力，以及體育方面的經
驗，但面試後一直未獲取錄通知，加
上她本身在港的工作獲得晉升，故對
北上發展亦不了了之。
她表示，之前應徵的職位需兩至三

年工作經驗，一些公司亦要求最少一
年經驗，她反問：「該計劃要求應徵
者於2019年至2021年畢業，試問剛
剛畢業，又怎能有幾年工作經驗？
我曾叫朋友到招聘會應徵，好多都
因為職位需要經驗而卻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
券的計劃，將於今天（28日）
起在全港各區郵政局（流動郵
政局除外）、民政事務總署各
區諮詢服務中心、社署各區福
利辦事處，以及房屋委員會轄
下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客戶服務
中心派發紙本的申請表格，但
下月4日才開始接受交表。若
選擇紙本登記，首期2,000元消
費券最快9月1日發放；但若透
過電子登記則最快8月1日可領
取首期消費券，比紙本登記提
早一個月有錢收。
不論透過紙本或電子途徑申

請，都是下月4日才開始接受
申請，8月14日截止。紙本申
請表今天起在全港各區郵政局
（流動郵政局除外）、民政事
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等辦
事處派發，申請者可於下月4
日開始，將表格交到郵局等指
定地點。

財爺料可廣泛提振經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

誌提到，不時聽到市民討論有
關登記程序、揀選電子錢包、
擬選購的商品，不同電子錢包
的疊加優惠，他預期這正向氣
氛有助計劃發揮「乘數效

應」，更廣泛地提振本地經
濟。他近日亦不時四出為不同
團體和界別講解計劃相關細
節，上周六繼續到訪不同地區
的街市、排檔和食肆，與市民
和小商戶交流，嘗試以不同的
電子錢包繳付日常消費，體驗
「無現鈔」消費感覺不錯。
他更順道相約幾位年輕人傾

談，分享許多對香港未來社會經
濟發展的看法。陳茂波指，感受
到他們對個人未來事業發展充滿
期盼，雖然有時亦難免會感到有
點疑惑，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他
們對工作的熱誠和幹勁，以及那
份勇於嘗試、敢於創新的態度。

今年文憑試考
生可算特別難
捱，三年的備戰
期經過社會事件
帶來情緒衝擊、

疫情下又被迫停課。對中六生沈小筵而言，
辛苦程度更是加倍，因她患腦性癱瘓，要拿
起筆杆答卷十分費力，每場考試都要堅持二
三個小時，引起的肩痛讓她苦不堪言。為了
鎮痛，她要冰敷及物理治療；雖然一直告誡
自己不能軟弱，但偏偏在開考前，她情緒崩
潰了，哭喊着要放棄考試。幸好平日慣與頑
疾較勁，讓小妮子養成堅韌的個性；疾風知
勁草，她終於捱過了公開試的試煉，希望用
實力取得入讀大學的機會。
小筵是香港耀能協會田綺玲學校的應屆文
憑試考生，其母潘女士說，女兒29周早產，
孩子約1歲時不會走路，又會不自覺用力踮起
腳尖，姿勢奇怪。到醫院檢查時，醫生一見
小筵走路的姿勢就判定是腦性癱瘓，即是腦
區受損，患者肌肉無法正常地運動。
潘女士帶着小筵四處問診無果，後來決定
安排女兒每星期針灸四五日，又做拉筋復
健，小筵最終5歲才學會走路，「有一日去公
園，見到別人瀡滑梯玩得很開心，小筵突然
鬆開學步車自己站起來，就這樣一步兩步的
慢慢走起來。」
自知難以擺脫疾病，小筵總是積極配合治
療。她指小時接受針灸，「只記得被扎了很多
針，痛完以後馬上去另外一個地方拉筋。」她
又試過腳部受傷，扎完針還要打石膏，在鋸開
石膏時卻割傷了腳，留下心理陰影。

操卷致勞損 考試難忍痛
小筵的求學之路也不容易，班主任王老師
說小筵肩痛也堅持不吃消炎藥，怕造成藥物
依賴，只靠冰敷緩解。近兩年她肩痛更加頻
密，各科均要操卷，答題時間又長，導致
手、肩勞損厲害，一星期需要冰敷5天，一邊
敷冰一邊答題已是家常便飯。有一次考校內
試，小筵上午考完試已痛得難以忍受，要馬
上進行物理治療，但效果不佳，結果連筆都
握不了，根本無法參加下午的考試。

考試前一周 情緒突崩潰
為了準備今次的文憑試，小筵更是不敢鬆
懈。直到文憑試開考前，她一直表現樂觀，
「有些同學說很緊張、怕情緒崩潰時，我都很
自信，覺得一定唔關我事。」誰知在考試前一
星期，住在宿舍的她卻突然情緒低落，渾渾噩

噩；臨考之前更是崩潰了，「當時打電話給媽
媽哭訴，一聽到她的聲音，即刻『哇』一聲哭
了，大喊『我頂唔順啊，好辛苦啊，我唔考
喇。』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應付文憑試，除了有情商，也是體能的考

驗。小筵手部的小肌肉不靈活，要整條手臂一
齊用力才能寫字，長時間的考試，肩頸發炎、
紅腫屢屢出現，但她沒有放在心上，「考試時
搏命寫，也算是挑戰及推動力」。不過，今年
核心科考期緊密，令她的疼痛百上加斤。

盼執教鞭或做社工
幾經努力，小筵終於完成文憑試了。她希

望未來可以入讀教育大學的特殊教育、幼兒
教育或社工等專業，因為社工及老師都幫助
了她很多，特別是學習有壓力時，她都會與
社工聊天。她本身對數學的把握不大，老師
預計她可在文憑試取得16分至22分。
雖然肌肉不靈活，但小筵卻堅持在運動上

突破自己，更曾獲2019年香港殘疾人士田
徑錦標賽輪椅賽及香港室內賽艇錦標賽暨慈
善長途接力賽耀能盃
混合組雙人 1,000 米
季軍。她希望靠着這
份毅力，可以在未來
升學路上有克服各種
困難的勇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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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
香港現時有22.6萬人居於租金
昂貴、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
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住客
居住環境低於房屋署的公屋人
均居住面積標準，逾九成住客
因居住環境導致心理健康不達
標，有住戶表示，劏房比監獄
更惡劣，甚至需要與蟑螂（俗
稱「小強」）同眠。團體建議
政府擴闊租金津貼的受惠資
格，讓更多輪候公屋、在不適
切居所的人可以受惠。
有關調查由明愛社區發展服

務進行，收到 527 份有效回
覆，以分析不適切居所住戶的
狀況。調查顯示，有68.2%受

訪者指，租金佔超過30%整體
入息，即在扣除租金後，一個
5人或以上的家庭僅可動用不
足1.2萬元。另外，有49%受訪
者住在小於 100 呎的地方，
34.5%低於房屋署對公屋人均
居住面積76呎的標準，10.6%
更是低於60呎的擠迫戶。除居
住環境狹隘，57.1%指住所有
蚊及鼠患；45.4%指單位沒有
足夠伸展空間及 42.9%受到屋
外的噪音滋擾。
疫情下，住所通風備受關注，
但有36.8%表示家中浴室渠口有
異味、22.8%的家中沒有能經常
打開的窗戶，以及有17.1%的浴
室沒有自然通風及抽氣扇，住所

存在極高傳播風險。

李先生：比監獄惡劣
曾住在劏房8年的李先生表

示，一家四口屈住在一百呎的空
間，生活用品堆積如山，直言
「比監獄惡劣」。他指，由於環
境惡劣，一家無法休息，欠缺精
神應付日常生活，令壓力倍增。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發言人黃小

慧建議政府先以「修補式」方法
改善舊樓的渠管衞生狀況，如在
劏房及三無大廈中確保有合適的
更換氣體設施，減少染疫風險，
並針對住戶心理健康建立鄰里網
絡支援隊，通過小組活動紓解他
們的壓力。

劏房租貴與「小強」同眠
逾九成住戶心理不健康

◀患腦性癱瘓
的沈小筵捱過
了公開試的試
煉，希望取得
入讀大學的機
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羅致光指，計劃推出後，
企業反應十分熱烈，超過370
間企業共提供逾2,800個職位
空缺，當中約半數為創科職
位，迄今有超過300名港青成
功入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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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發
展服務公布一
項劏房調查。
左一為黃小
慧、右二為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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