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青留深迎新春 相約虎年齊打拚
以事業作為生活重點 冀項目發展一日千里

壬寅虎年春節將至，在深圳前海創業的港青鄭麗萍早早便與

團隊中的小夥伴們計劃留在深圳過年。儘管難得與來到深圳的

父母和孩子一起，享受數天團聚，她仍將處於上升期的事業作為生活

重點。「我們幾個小夥伴已經相約年初三左右就聚在一起，討論今年

的計劃，創業就是要打拚，希望虎年虎虎生威，項目發展一日千

里。」鄭麗萍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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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海龍

瑞 迎新

鄭麗萍2011年來到深圳，2017年入駐
前海夢工場，創業初期遇到種種難

題，「從香港到深圳，要面對的不僅僅是
環境的變化，更多的是港澳創業者對內地
政策、法律法規不了解。最初工商註冊、
稅費繳納、社保辦理等很多問題，都讓我
無從下手，只能靠自己不斷摸索。」現
在，她對港澳青年在內地創業各個環節的
程序都瞭如指掌。公司平穩發展後，更創
立了融創深圳孵化器，致力於幫助港澳青
年更好在內地發展。
她介紹，內地着力支持港澳青年北上創
業的大政策背景下，深圳前海已成為港澳
青年北上創業的首站。但各類孵化器和支
持資源眾多，不僅特色多樣，且政策時常
更新，會令到初創業者無所適從。鄭麗萍
的公司主打項目便是助有意入駐前海的公
司，進行相關資源的匹配鏈接，並協助做
好從註冊交稅到申請補貼等環節，幫助客
戶公司平穩度過發展期。過去一年，前海
推出眾多吸引港澳青年的政策，加上新出
台的《前海方案》利好，公司業務也在穩
步發展，服務超過100個創業團隊。
展望新的一年，鄭麗萍更顯信心滿滿，

摩拳擦掌地準備在虎年繼續發力，大展鴻
圖。

不受疫情干擾 尾牙暢談新想法
在公司的項目之外，鄭麗萍還發起了
一個非營利性的創業社群，經常分享一
些在大灣區創業的經驗和心得，頗受港
青關注與歡迎。不久前，她和10多位港
澳志願者，在深圳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尾
牙，一頓愉悅的下午茶和幾個小遊戲，
便將氛圍迅速帶動得熱烈了起來。大家

你一言我一語地分享過去一年的創業經
歷，探討新一年奮鬥計劃。「我們做的
效果不錯，2022年南山區的一個街道辦
贊助我們做一系列活動，所以志願者大
家聚一下，總結一下一年來的收穫，也
準備了一些今年例會的主題，包括讀書
會、創業者圓桌、創業者家庭親子教育
等話題。」
她感慨，儘管不久前深圳出現了疫情，

但政府的防控措施十分迅速和精準，除了
出現病例的羅湖和龍崗區外，其他地區的
日常工作與生活並未受到太大影響。短短
10多天，就將疫情控制住了，民眾也恢復
了正常生活。

舉家在深度歲 仍懷念香港年味
今年春節，是鄭麗萍第一次在深圳過

年，「以前在香港過年，都是很傳統的節
目，在家裏吃年夜飯，然後逛花市看花
燈，年三十的花燈又多又便宜，氛圍很
足。」而今年留在深圳的決定，則一改家
中過去的「習俗」，她計劃在年初三前和
家人們在深圳到處走走，也使家人對深圳
更加熟悉。因為2021年她和先生將孩子接
到深圳讀書，自己的母親也來到深圳幫忙
照顧孩子，等於全家都換了一個城市生
活。
不過幹勁十足的她，還是心心念念公司

項目的進展，「前幾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我跟不回去的同事說，我們幹到除夕，年
初一年初二休息，年初三就一起加班。結
果大家都很響應。」她笑說，既然留在這
裏，不如就研究一下今年計劃，還有要上
線的系統，「這才是真實的創業者生活
吧」。

◆港青李雅詩（右）與黃凱瑩展示剛剛寫就的揮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在前海融創孵化器擔任創業導師的港
人黎高旺第二次在深圳過年。談及新一
年的計劃，他亦表示會在年初三開始便
投入工作，「要為新一年的工作開始奮
鬥！」
黎高旺是2020年12月底才來到深圳前

海加入融創孵化器的。他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前海吸引港澳青年的氛圍十分
濃厚，對剛起步創業的香港青年亦十分
友好，「從創業項目的未來發展來說，
前海不一定是最適合的地方，但是一定
是港青踏進內地創業最好的第一落腳

點。這裏有眾多資源，非常適合創業初
始階段。等到項目進入加速期，需要產
業資源時，可以再根據業務需要選擇更
適合的地方去發展。」過去一年，他已
經帶了約30個團隊進駐前海。
從2020年進駐前海後，黎高旺一直未

曾返港，遇周末或者節假日，一般會選
擇與在深圳的港人團聚，或者一起到各
公園騎行。長時間的「遊歷」使他儼然
成了一名「深圳通」，對深圳各區的風
景特色瞭然於胸。
他笑說，以前過年在香港與父母吃年

夜飯，年初一和年初二到親戚家拜年以
後，自己也會到深圳，「香港春節假期
比較短，而內地一直到正月十五都還很
有節日的氣氛，回深圳會跟朋友一起吃
飯聊天，有時則到東部的海邊民宿住一
兩天，看看海，也很熱鬧，感覺深圳
『年味』很足。」
除了工作，黎高旺也熱心參與社會活

動，作為南山聯誼會副會長的他表示，
春假期間，還會參加南山區的一些團拜
活動，「反正我也是一個人，不如一起
出去見見不同的人，大家熱鬧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由於疫情影響，內地多省倡導民眾
就地過年，許多在深圳工作的香港青年
亦響應號召，放棄回港與家人團聚的計
劃。為了讓港青不覺孤寂，1月30日下
午，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與南
山區人力資源局、南頭街道辦一起舉辦
「『灣區同心 溫暖過年』留深香港青年
新春聯誼活動」，邀請深港兩地的40多
名年輕人同品年味，共迎新春。未能參
加活動的滯深港青，亦收到新春禮包和
祝福。
參加聯誼會的香港青年代表孫偉成去

年10月通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來

到深圳，目前在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工作。他表示，這是他第一次獨自在深
圳過春節，但這個春節卻未感覺到孤
單。「單位的領導很關心我們，邀請我
們去家裏吃飯聚會。今天參加這個活
動，讓我除了同事之外，又認識了很多
在深圳的香港同齡人，我們打算春節期
間約一起在周邊走走。」
香港青年黎祥嘉於活動中，在書法老

師的指導下，揮毫寫下一幅揮春「吉宅
祥光開泰運，華門旭日迎春暉」。27歲
的他到深圳工作不足一年，對傳統文化
很感興趣，「今年在疫情影響下暫時無
法回港和家人團聚，但在各方的關懷

下，今天在南頭古城參觀歷史建築、寫
春聯、包餃子，很有趣，也很窩心。」
他表示，希望未來能夠親身將灣區的美
好展示給更多香港同齡人。
官方統計，2021年有超過千名香港青

年通過「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來到灣
區城市工作，其中深圳有689名，佔到總
數的六成以上。深圳人社局副局長吳軍
軍表示，香港疫情加重，孩子們無法與
家人團聚，心中難免失落。深港兩地同
宗同源，兩地青年一同遊南頭古城、許
心願、寫春聯、玩遊戲、包餃子、吃年
飯，更可一同感受深圳濃郁的新春氛圍
和同胞情誼。

與子同袍不孤寂 深港青年共度歲

全心投入收穫豐 一年變身「深圳通」

◆鄭麗萍（右三）和小夥伴們相約今年一起打拚。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今天是除舊迎新的除夕夜，本當萬家團
圓，祈福來年安康幸福。可惜本港疫情仍
然極其嚴峻，昨日新增77宗本地確診，當
中15宗源頭不明，再破第五波疫情以來單
日新高。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示，不明源頭個案比例趨多，
顯示傳播鏈開始模糊，難確切知道實質傳
播，病毒或已在社區蔓延，她呼籲市民農
曆新年小心，避免跨家庭聚會。終止疫
情、重振經濟民生是當前頭等大事，也是
全社會的殷切期望。鑒於本港疫情依然兇
險，尤其是不明源頭個案持續上升，控疫
的挑戰更形嚴峻，春節期間市民要保持高
度警惕和自覺，盡可能避免跨家庭聚會等
社交活動，避免隱性傳播鏈擴散。全港上
下唯有攜手抗疫、共克時艱，各行各業、
廣大市民才能苦盡甘來，虎年驅走瘟疫、
一切復常的新年期望才能如願。

疫情下的第三個農曆新年，本港陷入禁
航通航、停業復業、停工復工、停課復

課、圍封解封的折騰，在希望與失望中徘
徊，市民飽受五波疫情折磨，苦不堪言。
近期爆疫重災區的葵涌邨，隨着圍封行動
陸續結束，居民急不及待外出返工或飲
茶，但仍在「邊解封、邊確診」中沉浮，
疫情警鐘未停響。只有疫情消退，全港市
民健康無虞、社會運作恢復正常，百業才
能重興，打工仔才能有工開，香港才有望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才有正常環境和更大動力。因此，送牛
迎虎，大家的新年願望簡單直接，就是祈
求疫情在2022年終結。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人人都想走
出疫情陰霾，否極泰來，但目前本港的防
疫形勢實在不容樂觀。由傳播力極強的
Omicron引爆第五波疫情，其危害性正在浮
現，正如張竹君所指，「傳播鏈開始模
糊，病毒或已在社區蔓延」，這正是防疫
專家最擔心的情況。截至 1 月 29 日，本港
連續7天新增病例破百，未明源頭病例累計

近50宗。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
劉宇隆曾警告，Omicron 變種病毒勢不可
擋，香港確診個案或出現海嘯式上升，最
壞情況是有一兩萬名長者染疫死亡。

疫情拖得越長，對本港市民健康安全的
威脅越大，接種率低的長者更成為極高危
群體，本港經濟民生受到的打擊亦會更久
更大。為今之計，唯有盡量減少市民社交
活動，降低病毒傳播的速度和範圍。

中大、城大的聯合研究團隊，今年1月初
利用數學模型評估本港在大部分巿民已接
種疫苗的情況下，Omicron 帶來的潛在風
險。研究發現，若市民社交接觸程度維持
聖誕及元旦假期的高水平（每天接觸34人
計），第五波疫情將有超過 300 萬人受感
染，及超過17萬人得重症；但若市民社交
接觸程度減少到疫情以來的最低點（每天
接觸8人計），可大大減低第五波疫情傳播
風險，會有大約1,100人受感染，其中大約
50人得重症。

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
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指出，農曆新年前後
將有團年飯聚會，即使政府禁晚市堂食，
不少人會選擇在家中舉辦跨家庭聚會，仍
有機會帶來風險；一旦疫情未能受控，有
需要呼籲市民在農曆新年減少活動。中大
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呼籲，市民
要縮短辦年貨時間，亦要避免跨家庭聚
會。近日有兩個家庭聚會，引發逾20人確
診，正正證明專家的呼籲有強烈預見性和
針對性。

香港眼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疫，共克時
艱。齊心抗疫，關係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市
民的切身利益。在抗疫的特殊時期、特殊
環境下，一切以抗疫為重，抗疫人人有
責。市民應相信科學、相信專家，春節期
間停止探親訪友等節日活動，積極配合抗
疫，以利本港徹底擺脫疫情，社會經濟運
作早日全面復常，明年春節市民可安心放
心開心歡度佳節。

力避春節社交助驅疫魔 新年控疫期望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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