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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離夢想更近的地方這是離夢想更近的地方
《逐夢灣區．青年

說》首期節目於
五四青年節當天上線，每個
嘉賓的故事分別用普通話和粵
語兩個版本推送，所有故事將在
7月1日播講完成。受訪嘉賓之中，
有的深入大山做新農人，有的是將傳
統醒獅市場化的全職經理人，有的把僑
鄉文化融入本港社區，也有玩電競直播的亞
洲冠軍，還有「30+」的姐姐成為了上市企業的
合夥人，也不乏帶着家族資源創新創業的名人三
代。
「和霍生接觸，他的紳士、和善給我們留下深刻印
象。」 採訪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家第三代霍啟文的經歷，
給鄭禧年帶來很大觸動。原來霍啟文一直熱心推動香港青年來大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並做了許多細緻的調查工作，真正貼近港青的發
展需求。

傾聽嘉賓講述 如看政策「買家秀」
在嘉賓們的講述中，鄭禧年對「大灣區」也有更為具體的理解：大灣區九

個內地城市各有特色，不同區域也都會側重推動不同的產業，在競合之中形
成一個強大的合力。「大家都知道國家對港澳出台了很多優惠政策，但很多
香港青年對這些政策感到茫然。」在鄭禧年看來，這些嘉賓在講述自己奮鬥
故事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體驗這些優惠政策的真實感受。聽故事的人，就
像看到真實的「買家秀」，從而發現原來大灣區真的不缺發展的土壤。
有了肥沃的土壤，如何落地生根呢？大藍蛇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林峻朗
給出自己的答案：青年人要勇於去接觸、去遇見、去會面。鄭禧年回憶，
林峻朗與他在香港荃灣某工業大廈初見面時，林峻朗怕不知從何說起，先
早早陳列好自己的相關獎項和公司的主打產品。順着林峻朗就探索「元宇
宙」獲得全國發明創業獎金獎這一話題，兩人漸漸打開了話匣子。

林峻朗在香港成立科技公司後，很快獲得八位數的投資。初創上岸的他
亦深知，內地的市場才是努力的方向。約一年多時間裏，他積極參與許多
協會活動拓建內地的資源圈。「路是走出來的，如何更好地走出來？」自
認不善言語的林峻朗為了創業，從大灣區追到重慶、成都去爭取合作資
源。「能讓自己的熱愛結出果實，總是有特定的魄力。」鄭禧年說，在林
峻朗的身上，看到了敢於走出舒適區的「理想之光」。

「90後」勇敢試水「00後」受鼓舞
2016年，三位「90後」港青羅偉特、梁立鋒、譚慧敏來到廣東江門，

通過結合「魚菜共生」
與「氣霧栽培」技術，
經過五年摸索，農產品終
於在2021年初推出市場，踏
出創業成功的第一步。三人也

成為《逐夢灣區．青年說》的對
談嘉賓。「他們當年勇敢地先過來

試試看，這樣的『先行』一步，如今再
看，就不得不感嘆：機會是留給敢於嘗試

的人。」諸如此類的觀感衝擊，也讓團隊的
後期製作擔當、暨南大學2018級廣告學專業的港

生林志楠開拓了眼界。
林志楠表示，以前總說，校園是金字塔，但現在的校園

有了很多和外界的連接渠道，可以更好地知曉當下發生什麼，
正在需要什麼，這個一個在校學生就非常有鼓舞作用。「這次項目鍛煉

之後，我覺得自己未來會嘗試粵語主播這個工作。」
2019級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與傳播學專業在讀博士港生楊舒玥，曾在香

港有過五六年的傳媒工作經驗。在對職業迷茫的十字路口，她選擇繼續深
造尋求職業上的更進一步。加入《逐夢灣區．青年說》後，她發揮了自己
曾經的職場優勢和資源累積，承擔起邀約、篩選對談人選的主要工作。
一路做下來，除了感受到團隊裏師弟師妹內在有所成長，25個嘉賓創業

故事流露出來的「堅韌」也讓楊舒玥佩服不已。對她觸動最深的是嘉賓們
對時代和機遇的貼地思考：個人努力很重要，時代的機遇更是東風。大灣
區的機遇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同樣的努力放在別的時代、別的地方，不一
定能有這樣的結果。
楊舒玥興致勃勃地說，25組嘉賓中有不少是「草根」出身，但並不妨礙

他們成為上市公司合作人，也不阻礙他們的創意落地生根，走上了創業的
快車道。只是聽着，就已經讓人非常振奮。「我希望加快自己創業的步
伐，抓住這個機遇上個車，看看自己能產出多少成果。」楊舒玥說，努力
和成果不一定是畫等號的，但現在的大灣區是一個好的契機。處在風口，
何不放膽去飛一把？

他人的成功，對於團隊成
員也有現實啟迪意義。「洋葱
電商集團合夥人何珊，原來就
是我們的學姐。作為香港女
孩，她的成長和發展故事，可

以給予很多草根出身的年輕人一些鼓舞。」港
生林志楠在他人的奮鬥故事裏，亦找到一些成
功的「配方」：就算成為上市公司的合夥人，
也依然需要勤力，還需要有社會責任感。

《逐夢灣區·青年說》將有關何珊的故
事娓娓道來，展現了當下女性創業者的生活
圖景，同時也讓人感受到她們的勇敢和智
慧。早在2007年，在面對出國、返港還是留
內地繼續求學的抉擇，18歲的何珊當時便看
中了大灣區這塊熱土。擁有遠超同齡人的老
練的她，在暨大求學期間就已經積攢了豐富
的實習經驗。就業時，在成熟大型企業和年
輕企業之間，她更鍾意年輕的初創企業。在
她看來，年輕雖然意味着更多不確定性和不
穩定性，但同樣也代表着無限可能。去年，
她與洋葱集團創始人李淙一起敲鐘，華麗轉
身成為了上市企業的合夥人。

何珊自我管理十分嚴格。如今，即使工作

到深夜或者凌晨，她依然會在早上六點起
床。她很少一個人吃飯，會抓住一切時間和
場合做高效的談話。對於她來說，即便吃一
頓飯，也是和同事聊天、碰撞的好時機。

實習直播兩月 找到自身潛能
「上市公司合夥人的故事聽過很多，但這

個故事的主角是自己的學姐，感覺又不一
樣。」林志楠笑言，自己逐漸在實習中找到
了興趣所在。去年，他在網上應聘了一個直
播崗位，暑期前往上海實習了兩個月。這個
經歷讓原本和人交流有些腼腆的他，找到了
自己的潛在能力。「我現在面對鏡頭，就會
進入到那個場景當中，對於要說什麼，不能
說什麼，非常清晰。」

欄目裏有播講做電競直播的港青故事，加上
個人的實習體驗，讓林志楠消除了對直播行業
最初的偏見，還感受到了裏面的學問。林志楠
稱，自己的夢想也已經萌芽，也有留心大灣區
的粵語直播行業。他希望從中找到就業，甚至
創業的路徑。所以，「大灣區」是什麼，其實
沒有固定答案或者模式，一定要回答的話，那
就是離夢想更近一步的地方。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口語傳播
系主任林小榆三年前在學院開設「聲
海工作室」，八成成員是香港學生。
「暨大有很多優秀的香港校友，讓他
們和在校學生講自己的創業故事。同
齡人影響同齡人，青年人影響青年
人，從這個角度出發，讓香港學生去
講述最合適。」
同在粵語地區，也會有不同收聽和

表達習慣。用普通話和粵語去傳播，
可以覆蓋不同受眾區。在前期文稿打
磨的過程中，港澳、內地學生都會參
與。而在香港同學播講文稿時，對內
地同學的部分用詞覺得彆扭，大家會
就此討論，比如「內卷」，鄭禧年想
轉化成相對應的粵語表達時就考慮了
很久，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
表達。

無需字正腔圓「有差異」效果更好
再比如，文稿裏有涉及到「80後」

的表述，鄭禧年錄製時會習慣讀成
「八十後」。同樣是粵語區，土生土

長的廣州同學會讀成「八零後」。對
於這些詞彙，作為指導老師的林小榆
聽到後，會再三確認這個表達是不是
香港的習慣表達。
林小榆也會有意識地尊重香港學生

的港式粵語表達。她表示，不需要香港
學生在播講上面去追求字正腔圓，保留
他們原語音中的細微瑕疵，效果反而更
好。從聽覺上來看，林小榆也會考慮香
港和海外聽眾的收聽習慣，而且語音有
些港味會更為地道。她笑說，在這種不
標準甚至不那麼專業的播講當中，通過
聲音二次創作和傳遞，能明顯感受到學
生的一些觀感和情緒。
尊重且保留這些「小差異」，讓這
檔節目在海外也收穫了許多忠實聽
眾。除了內容製作之外，為了打破境
內到境外傳播渠道受阻的限制，林小
榆說，在59個暨大海外校友會以及全
球華校聯盟的協助下，加快了很多項
目音頻的落地工作。目前，「聲海」
團隊的一些系列有聲作品授權13個國
家及地區。

4月起，暨南大學「聲海工作室」策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特別欄目《逐夢灣區．青

年說》，抱着「年輕人影響年輕人」的初心，邀請25組北上創業港青對談。欄目集合了以港

生為主的採編、製作、播講隊伍。作為團隊裏的「統籌擔當」，暨大2019級播音與主持

藝術專業的「00後」港生鄭禧年在訪問、製作節目的過程中，對「大灣區」有了更為

具象的理解。在他看來，這些嘉賓的奮鬥故事，就是體驗灣區優惠政策的真實感

受。聽故事的人，就像看到真實的「買家秀」：原來大灣區真的是發展的沃

土。大家也在合力製作節目的過程中，對於「大灣區是什麼」漸漸有了自

己的想法：這就是離夢想更近一步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帥誠 廣州報道

暨大團隊邀港青訪談 收穫逐夢灣區貼地經驗

從學姐對談中
總結成功「配方」

用詞表達留港味
助吸引海外聽眾

港
生

◆《逐夢灣區·
青年說》錄製現
場，鄭禧年在採訪灣
區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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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林志楠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口語傳播系主任林小
榆。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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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楊舒玥（左一）和暨大「聲海工作室」主創成員參加
「挑戰杯」賽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