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冬奧記者 探秘亞洲最大軌道交通「大腦」

親近社群戀上灣區是捷徑
港澳台創客廣州分享創業心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谷愛凌在冬奧會上大放異

彩，這位天才少女的成長以及教育

經歷廣受關注。這讓在大灣區從事

教育科技創業的香港青年詹文通看

到了創業領域的更大機遇。他認為，未來綜合素質的教育培訓一定會

被社會所重視。近日，在廣州舉行的「虎躍灣區 奔向未來」粵港澳

台青年故事分享會上，和詹文通一樣，一眾創客紛紛分享在大灣區創

業就業的經驗和體會，暢談虎年機遇和計劃。他們表示，創業路上要

洞察內地行業發展趨勢，而接觸和親近在地社群、抱團實現資源共

享，是創業路上的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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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裴軍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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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由2022北京新聞中心主辦的「雙奧之城新氣
象——2022中外媒體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
採訪活動，14日走進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
心，中外記者探訪亞洲最大軌道交通「大
腦」——北京軌道交通指揮中心。香港文匯
報記者從現場獲悉，北京軌道交通每天開行
超 10,000 車次列車，運送乘客千萬人次。
2021年底開通的冬奧支線（地鐵11號線）搭
載了多項新科技，不僅可在全自動運行中及
時識別障礙物，能實時統計滿載率及時通知
乘客，如站廳內出現打架鬥毆、呼救系統還
會自動報警。

27條線見證「雙奧之城」蝶變
記者在北京軌道交通指揮中心了解到，為滿

足網絡化管理的需要，2008年奧運會開幕前
夕，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建成投入運營，
實現路網統一監控、聯動指揮、協同調度。記
者現場看到，指揮調度大廳直徑63米，以一
個巨型顯示屏居中、13個扇形區域環繞四周所
組成，是目前亞洲規模最大、接入線路最多、
集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軌道交通中樞，被稱為
北京軌道交通路網運營的「大腦」。
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新聞發言人童梅表
示，北京軌道交通的發展與奧運有不解之緣，
從2001年北京申報2008年夏奧成功時的2條
線路、54公里運營里程，到2008年奧運會舉
辦時8條地鐵線、200公里，再到今年冬奧會
時的27條地鐵線、783公里，以及兩條以奧運
命名的線路，飛速發展的北京軌道交通不僅承
載着億萬人民的「奧運情」「北京夢」，也見

證了北京「雙奧之城」的蝶變。

設有乘客信息服務後台系統
據介紹，作為智慧鐵路示範線，冬奧支線建
設了乘客信息服務中心後台系統，綜合應用大
數據、雲平台、EUHT等新技術，實現融合進
站、數字貨幣、乘客召援、新一代乘客信息、
智慧廣播等技術系統的應用，利用科技力量，
進一步提升了乘客出行的舒適度和體驗感。
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副總經理方志偉表

示，地鐵已成為目前北京最便捷的出行方式，
到2021年底在公共交通中出行分擔率已達到
57.4%。目前北京地鐵工作日客運量近1,000
萬人次（2019年工作日日均客運量達1,200萬
人次），相當於每2個市民中就有1人乘坐地
鐵，形成了一個千萬量級的超大「地下城
市」。與小汽車出行相比，1位地鐵乘客可減
少77%的碳排放，照此計算，北京地鐵一年可
減少碳排放738萬噸，相當於4.1億棵樹木的
吸收量（約4個亞馬遜森林）。

這場由廣東海外聯誼會和廣州海外聯
誼會聯合主辦的交流會別開生面，

來自內地、港澳台50多名青年創客，以
開放的形式交流創業心得，並自籌自辦
一場復古音樂派對。

邊教學邊創業 雙賽道顯才能
香港青年詹文通在香港教育行業創
業多年，看到大灣區發展形勢向好，
在朋友的引薦下，他把創業重心放到
了珠三角地區，踏上「就業+創業」雙
賽道。
詹文通把在香港從事教學設備研發與
銷售、課程設計、IT教學等方面的經驗
移植到內地，創立廣州融益創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兩年多來，他在廣州天河、
番禺、南沙布局了業務點，發展形勢良
好。
「內地對科教類、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
ematics）教學的需求非常大，這也是我
看好大灣區的主要原因，未來，我將重
點布局大灣區不同城市，並以此為基
礎，向全國輻射。」詹文通說。
詹文通的另一重身份，是擔任新成立

的暨南大學港澳子弟學校的理科老師，
教學化學、科學以及編程課程。他認
為，包括學校在內，大灣區給了他很大
的自由度，在擔任任課老師的同時，也
能在自己專長領域創業。

參加廣告大賽 開設時尚餐廳
「95後」的蔡展鵬雖然年齡不大，但
創業資歷不淺。在暨南大學讀書期間便
創立廣告策劃公司，參加國內外各種廣
告大賽，拿獎拿到手軟。畢業後，他跨
界開設的餐廳，成為廣州最受歡迎的時
尚簡餐餐廳之一。去年底，他更成功主
導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廣州）大學生廣
告節。
「像是載人航天、高端製造等方面，
我們國家硬實力已經很強，而文化軟實

力的提升需要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比
如，以往我都是前往國外參加廣告節，
我期待在大灣區打造一個國際性的廣告
節，吸引來自全世界的設計師和創作
者。」蔡展鵬說。

用心結交朋友 親近這片土地
對於創業的心得，與會港澳台青一致
認為融入當地人脈與資源，至關重要。
「其實，在內地創業，可以從交朋友

開始，並且有時候需要不求回報的合
作。比如，有些項目，我甚至是不收費
用的，但同時不要目的性太強，這樣才
能認識交心的朋友、穩定的合作夥
伴。」詹文通說。
蔡展鵬深有同感。他表示，他的團隊

有很多內地朋友，大家成長環境不一
樣，教育經歷不一樣，經常能夠碰撞出
不同的火花，很好的創意。
「認識港澳台的朋友同樣很重要，比

如，我來到廣州後認識了香港知名音樂
人林健華老師。原本我們在香港屬於不
同行業、不同圈層，如今，我們在廣州
找到了共同點，有了合作機會。」蔡展
鵬說。
台灣青年、廣州彩儀尚資貿易有限公

司總經理洪之雯表示，港澳台青年到內
地發展，一定要善用當地政府機構與在
地社群的資源。
「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對我們是非

常友好的，對於我們創業中遇到的法
務、稅務、勞動糾紛等問題，他們很
願意提供相關資訊和協助。以我的感
受看，他們真的像親人一樣。」洪之
雯說。
她還說，構建在地人脈網絡，在內地

談一場戀愛，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方
式。通過你的戀人，你會了解當地社會
文化乃至經濟生活方方面面情況。
「親近一片土地，最好的方式是與當

地人產生感情，包括愛情，你才會對這
片土地有黏着度。」洪之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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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4日表示，北京冬奧會彰顯的團結、合作和希望正在為
世界各國注入信心和力量。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奧林匹克轉播服務公

司宣布北京冬奧會已成為迄今收視率最高的一屆冬奧
會，而且已在全球社交媒體上吸引超20億人關注。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世界各國人民為冬奧喝彩
「這兩天，很多外國媒體都以『冬奧收視率新高』
為題報道北京冬奧會。」汪文斌說，賽事收視率在歐
美一些冬奧強國成倍增長甚至打破紀錄，在常年不見
冰雪的熱帶國家，也有很多人關注北京冬奧會。「這
說明，儘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但是冰雪運動帶
來的激情、歡樂和友誼仍然為全球人民共享，北京冬
奧會彰顯的團結、合作和希望正在為世界各國注入信
心和力量。」
汪文斌說，多國奧委會負責人和體育界人士都表示，

運動員們在賽場上競爭，賽後擁抱、致意，這是一種美
好的場景。「世界各國人民為冬奧喝彩，為北京加油，
一起向未來，這正是奧林匹克精神的充分體現。」

運動員與志願者結下深厚情誼
日本媒體近日曬出65名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志願者
對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志願者的祝福寄語照片，祝福
語包括「不光加油，也別忘了享受快樂」「全都會成為
回憶，不要留有遺憾」等。汪文斌說，中方對這些美好
的祝福表示感謝。
他說，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都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下舉辦的體育盛會。在這一全球性挑戰下，人類團結合
作、共築友誼、一併點燃希望火炬的舉動更顯得彌足珍
貴。
「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運動

員與志願者們結下深厚情誼的感人故事。」汪文斌說，
「北京冬奧會上這些閃耀着人類團結精神的瞬間，將會
成為人們心中永遠溫暖的美好回憶。」

冀帶動更多港澳台青年到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在廣州舉行的「虎躍灣區 奔向未
來」粵港澳台青年故事分享會上，香港知
名音樂人林健華算是灣區創業「初哥」，
在內地工作已經12年，在2年前他創立了
廣州J10音樂娛樂，並擔任董事長。
內地豐富多元的社會、經濟、文化元

素，讓他有了更大的創作空間，創業之路
也十分順暢。「去年，我參與策劃了『抖
incity』廣州站活動，聚合了很多粵港澳台
歌手；嘗試改編了《武裝保衛華南》等粵

語紅色歌曲，重新演繹了《黃河之歌》。
這都是非常有意思也有意義的事情。」林
健華說。
如今身為粵港澳青年演藝創意聯盟主

席，林健華正在用更多的精力，去鏈接粵
港澳的行業平台和政府、社會資源。
「音樂是可以和各行各業建立聯繫的，

也可以鏈接不同的人群。我非常願意利用
我的專長以及我在內地10餘年的積累，帶
動更多港澳青年來內地發展。」林健華
說。

在大灣區從事互聯網培訓的澳門青年傅
騰龍，通過他的努力，孵化出了眾多來自
澳門的短視頻達人。「我認為，這幾年能
主動到大灣區發展的港澳青年，基本都已
經來了。如今，我們要通過自身的角色，
把灣區的資訊傳遞給更多港澳青年，並通
過多種形式，帶動他們來到灣區發現機
遇，落地發展。」
台青洪之雯也不遺餘力，利用自己在大

灣區的人脈資源、社會資源，推動台灣學
生在內地實習，融入灣區發展。

暢談虎年願景

林健華（香港）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演

藝創意聯盟主席、廣

州J10音樂娛樂董事長

◆通過新組建的粵港澳
青年演藝創意聯盟，帶
動更多港澳青年來到內
地，鏈接內地青年網
絡，實現抱團發展。

蔡展鵬（香港）
暨南大學創新創業導師、粵港

澳大灣區（廣州）大學生廣告

節創辦人

◆北京冬奧會吸引了大量外
國朋友，成為展示中國軟實
力的大舞台，讓我有很大啟
發。今年，將完善籌辦粵港
澳大灣區（廣州）廣告節，
做大影響力和平台，推動打
造成一個國際性的廣告節。

詹文通（香港）
暨南大學港澳子弟學

校香港老師、廣州融

益創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創辦人

◆把培訓服務向廣
州以外的珠三角地
區推廣，同時希望
找到融資，建立加
盟體系。

傅騰龍（澳門）
澳門大學客席講師、廣

州文欣創業教育投資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

◆今年重點講好中國
品牌故事，把中國一
些新興的品牌介紹到
港澳及國外，用年輕
人的力量，講好中國
故事。

洪之雯（台灣）
廣州彩儀尚資貿易有限

公司總經理

◆台灣人在大陸就醫政
策有進一步完善空間，
今年將推動廣州海珠區
台商就醫便利化，通過
與部分醫院協商合作，
讓台灣人在當地能夠定
點就醫。

◆近日，「虎躍灣區 奔向未來」粵港澳台青年故事
分享會在廣州舉行。圖為港澳台青年分享自己的創
業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中外記者探訪北京軌道交通指揮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