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貧支教當大白 灣區港生競發光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評選結果揭曉

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決賽28日在廣州、香港兩地同時連線

舉行。參賽港生中有到西藏的支教青年、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方艙

支援者、赴廣東貧困縣擔任駐村社工者、擔任學校國旗護衛隊成員、也有

從受幫助的基層青年成長為成立義工團的助人者。他們的起點在香港，來

自不同學校、擁有不同家庭和教育背景，卻無一不為夢想而努力發光，他

們勇敢地走出舒適區，力爭上游地來到灣區內地城市求學，他們在首屆大

灣區十大傑出港生的舞台上，展現出年輕一代人的精氣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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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選為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的中
山大學社工系港生陳添輝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自己是一名從香港基層家庭走
出來的學生，家裏生活條件不好，住過劏
房、天台棚屋，還經歷過三次文憑試考試
失敗。但一路來多得香港社工幫扶，自己
也未曾輕言放棄，在成功考上中山大學專
業前，他一直在香港邊打工邊讀書，冷氣
技工、地盤雜工、火鍋店侍應等工作都做
過。

基層出身更關注基層人群
在香港社會基層生活的經歷，讓陳添輝
的目光始終關注在基層生活人群。膚色曬
得黑黑的，臉上永遠掛着親切笑容的他曾
自費在廣東偏遠農村駐紮四個月成為駐村
社工，也一度到廣州版的「三和」城中村
和日結工人同吃住共勞動，嘗試為改善基
層工人生活提出解決辦法。回想起在廣東
連南瑤族村寨，擔任駐村社工的四個月生
活，他腦海裏印象最深的畫面是在農田裏
彎腰插禾，和背部被太陽灼傷的滾燙。
當時陳添輝住的地方是村委會雜物房臨
時改造出來的房間，只有一個風扇，悶熱
到不透氣。駐村期間，他帶動當地村民開
拓梯田，自己也赤腳下田，組織能歌善舞
的民族婦女穿上民族服裝跳上民族舞，幫
助一個住在危房村民重建了住房。「因為
我是基層百姓出身，知道在生活有多難，
我希望能將在香港社工身上獲得到的溫暖
與力量去幫助別人。」
同樣入選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的
暨南大學學生勞詩芳，在結束演講時特
別多謝了自己初中老師。「我來自基層
家庭，受環境影響，很早就覺得很迷
茫，無心向學，經常逃課，也想早點出
來打工，但我的老師一直沒有放棄我，
還帶我去社福機構做義工。」她表示，
通過幫助他人，讓她慢慢感受到了意義
和力量。勞詩芳來暨大求學期間，創立
全校首支面向港澳台僑的「誠立」志願
服務隊，又擔任香港暨南義工團常務理
事。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最嚴重的時
刻，她人生第一次穿上防護服，爬樓梯
為感染者配送藥物，也到社區幫忙包快

速檢測包。「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
希望能盡自己的一份力去幫助他人。」

把內地生活講給更多人聽
獲得十大傑出港生的學生中還有不少家

境優渥的學生，他們曾就讀香港名校，為
了見識更廣大的世界而選擇入灣區內地高
校就讀。同是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之
一的暨南大學的港生鄭禧年，在香港讀中
六時就曾獲得港島十大傑出學生稱號。
「比起港島的十大傑出學生，大灣區的十
大傑出港生所蘊含的分量和責任更重。」
鄭禧年在學校參與了一個粵語有聲朗讀項
目，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分享港生在內地的
生活與學習的點滴。他認為，在灣區內地
城市求學的港生數量眾多，但平時都是在
各自學校中默默無聞，外界很少有人知道
港生在內地的故事。「希望能有更多香港
青年知道內地求學生活的精彩，也想告訴
其他港青，人生有可以選擇的無限可
能。」
簡雅山是一名就讀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少

數族裔港籍學生。他稱，參加比賽的初衷是
因為覺得自己是大灣區一部分。今年香港第
五波疫情期間，眼看着香港很多人感染、被
送去隔離。他主動到香港方艙醫院工作去照
顧病人。他認為大灣區就像一幅「拼圖」，
每一塊拼圖形狀不一，大小不同，一凹一凸，
各有特色，「正因大灣區不同城市的不同特
色，大家相互有序彌補，最終就可以拼成一
個美麗的大圖畫。」

在香港以外可獲更大舞台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原香港教育統

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女士感言，在大灣區香
港學生身上，看到了香港青年力爭上游的
動力，也看到大灣區的生命力。她指出：
「希望今次的活動可以激勵更多香港青年
走出舒適帶，勇闖大灣區。」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主席何

建宗博士表示：「香港有很多學生在內地
大學讀書。而表彰在大灣區就讀的優秀香
港學生，可以促進香港學生更有動力融入
灣區內地城市，體驗這個城市的開放包容
與發展機遇。」

◆陳添輝：中山大學
連續四個月扎根清遠連南瑤族村
寨，任駐村社工，與村民同吃住、
同勞動，共謀社區發展出路；在廣
州康樂村社區進行4個月調研時，做
日結工人，與工人同吃同住，關心
農民工、日結工人，分析社區問
題、提出介入方案。

◆勞詩芳：暨南大學
基層出身，在香港和內地長期做支
持工作，服務青年和社區。現任外
招生班級學代及廣東高校香港學生
聯合會主席，服務在粵港生融入內
地；創立全校首支面向港澳台僑的
「誠立」志願服務隊，還擔任香港
暨南義工團常務理事，曾多次奔赴
抗疫前線，支持香港疫情防控工
作。

◆許芝琳：廣州美術學院
參與鄉村手工藝振興和非遺文化傳
承工作，從小熱愛中國傳統文化，
立志做民族工藝的守護者和傳播
者。希望能夠堅守自己的專業技
能，服務社會，融入生活，引領新
時代的風尚。

◆鄭禧年：暨南大學
從零開始，用粵語有聲書講述香港
故事，代表香港青年講述港生心聲，未
來希望親身下鄉，以青年第一視角講述
對大灣區內地城市真實感受。

◆謝彬華：暨南大學
從事學生工作6年時間，致力於服務
青年學生。

◆楊舒玥：暨南大學
曾發起愛國愛港的港漂社團「愛港漂」。

◆陳碧霞：廣州大學
在大學成立自媒體團隊，通過全媒

體技術面向內地以及港澳台講述各地
見聞、各地文化。

◆麥芷健：中山大學
從小對醫學興趣濃厚，選擇臨床醫
學作為專業。大學在讀期間，曾組
織參與多次義診活動。

◆王宇汛：深圳大學
經常在香港媒體撰寫並發表有關香
港的法學時評、參與有關香港的課
題項目，參加深港兩地的碩士研究
生聯合培養項目。

◆孫國山：廣州大學
曾參與挑戰杯紅色基因調研活動，代表
香港青年去海南萬泉河探尋紅色娘子軍
背後的故事，傳承紅色基因。

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港生陳添輝（右二）在駐村時輔導村民的孩子做功課。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廣州
報道）在首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決
賽中，不少參賽港生分享自己在灣區
成長故事，顯示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求學的經歷，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寫
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他們感言，希望
能夠從「被服務的港澳青年」，變成
「服務港澳的青年」。
「在我小時候，經常會經過旺角
洗衣街的足球場，那裏面積不大，
球場也是水泥地面，可那些球員自
信揮灑汗水的樣子，總會令我駐足
許久。」就讀於中山大學的港生袁
子芙表示，她是一個愛做夢的女
孩，即使普通卻想努力發光。袁子
芙分享在內地求學的經歷表示，起
初的她，是一個從連自我介紹都吞
吞吐吐的「小透明」。「到第一次
寫歌，參加歌唱比賽選拔；第一次

站上球場，第一次參加商賽……最
後，終於有機會可以站上自己的舞
台。」她說，在灣區生活的點點滴
滴，凝聚成自己的故事。
暨南大學香港學生薛宇君說，從

「被服務的港澳青年」，變成「服務
港澳的青年」，是她在大灣區的成長
蛻變。在「展翅計劃」港澳台大學生
實習專項行動中，她共服務粵港澳三
地青年學子1,500餘人。
在就讀於暨南大學的香港學生周雪

芬常記着一句余世存的格言：「年輕
人你的職責是平整土地，而非焦慮時
光。三四月做的事情，八九月自有答
案。」她樂於做義工和志願者，但行
好事莫問前程。自2021年9月至今，
她任暨南大學研究生會旭日青年志願
者服務隊的負責人，累計培訓志願者
6,000人次。

港生故事：
想從「被服務的港澳青年」變為「服務港澳的青年」

參賽條件：
◆17歲至35歲且在大灣區高校就讀
的香港籍學生（含本碩博）

獎項設置
◆十名傑出港生：5,000元獎學金/人
◆十個單項獎：2,000元獎學金/個

報名材料
◆一張報名表
◆一段1分鐘視頻
◆三張個人照

參選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相關說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由中科院院士徐宗本牽頭組建的琶洲實驗
室（黃埔），28日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
（黃埔）國際算法算例大賽啟動儀式暨黃
埔數字經濟高峰論壇上正式揭牌。該實驗
室將以承接國家任務為契機，旨在迅速聚
集一批在演算法數理基礎、人工智慧及未
來通信核心技術領域的頂尖人才，致力於
在數位經濟領域推動「從0到1」的原始創
新。
琶洲實驗室（黃埔）主任徐宗本昨日在

揭牌儀式上表示，實驗室以承接國家任務
為契機，已聚集100多名在算法數理基
礎、人工智能及未來通信核心技術領域的
頂尖人才，未來將力爭將實驗室建設成為
鵬城實驗室在網路通信、網絡智慧數學基

礎方面的主體力量，同時重點打造幾個標
誌性的、具有獨創核心技術、已接近成熟
可轉化的項目，直接服務於驅動地方經濟
發展，致力於在數字經濟領域推動「從0
到1」的原始創新。
鵬城實驗室副主任石光明表示，期待琶
洲實驗室（黃埔）能夠在人工智能、未來
通信領域深度探索原始創新路徑，並與共
建單位共同努力，孵化一批具有核心技術
的成果轉化項目，盡快成為廣州、粵港澳
大灣區乃至全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力量。
由徐宗本聯合國內多個在數字技術領先

的高校、研究所共同組建的琶洲實驗室，
是鵬城實驗室廣州基地，也是廣東重點打
造的10個省實驗室之一。

琶洲實驗室揭牌
聚焦人工智能

◆琶洲實驗室（黃埔）昨日正式揭牌。 敖敏輝 攝

◆就讀於中山大學的港生袁子芙。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