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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滿六周年之際，超過250位全球政策制定

者、商界領袖、外國投資者、創新創業者和

學者昨日匯聚廣州南沙，共同探討粵港澳大

灣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廣州南沙粵港合作

諮詢委員會顧問梁振英致辭時表示，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全國性重要意義的區域發

展戰略，其中南沙是大灣區的高水平開放門

戶，這裏的港人社區、港人子弟學校、港科

大（廣州）等一批粵港融合發展項目都將於

2025年結出一定的成果，而香港與內地各省

市仍有巨大的合作潛力可以挖掘。香港特區

政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致辭時表示，香港

將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和國際航空樞紐等

重點領域發揮優勢，為粵港澳三地發展作出

可持續貢獻。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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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支援南區搬遷戶 延續互助精神

計劃經理Christy分享計劃的源起：「大約20
年前，不少黃竹坑邨居民因為清拆而搬到當

時新落成的石排灣邨。為協助這些居民適應新生
活，香港仔坊會與區內多間機構開展『家在石排
灣』計劃，成功建立居民互助網絡。如今，那些
曾經熱心參與的居民義工年事漸高，為延續那份
互助精神，我們在2020年推出『家在石排灣E.P.
S.』計劃，作為原計劃的升級版，喚起新一代居民
對社區的關注。」
新計劃的名稱加入「E.P.S.」，當中的E是En-

gagement，推動不同持份者參與；P是Platform，
為居民提供參與平台；S是Strength，鼓勵居民為
社區貢獻專長與技能。Christy補充：「為達致這
些目標，計劃設立『網主制』，居民根據自己的
年齡、背景或專長，加入不同的『網主會』，成
為『網絡大使』、『網主』或『網友』，各司其
職。例如『成人網主會』負責組織活動，凝聚居
民；『親子網主會』定期探訪獨居長者和雙老家
庭，促進長幼共融；『青年網主會』善用創意、
科技及社交媒體，為計劃構思新元素。」

投資在居民 社區共享成果
計劃歷時近四年，成功招募超過300名居民義

工，包括長者、婦女、少數族裔、青年、小朋友
等，成效顯著，近日更榮獲基金「社會資本卓越
計劃獎」。除了獲獎之外，Christy表示，一個個
溫暖人心的社區故事亦是團隊的動力。她分享：

「有對老夫婦由於行動不便及相熟街坊陸續搬
走，不願與外界接觸，終日在家無所事事。計劃
的網主持續探訪，與他們傾談及送上物資，慢慢
建立互信及情誼。後來他們更在網主陪伴下，走
出舒適圈，參與不同活動，重新與社區連結。」
計劃另一個亮點是「社區共享教室」，鼓勵居民

化身成義務老師，分享自己的技能，例如有長者教
授製作傳統節日食品，包括粽子、月餅等；有婦女
分享育兒心得或生活技能等。這個小小的「教室」
在不知不覺中提升居民的能力感、拉近鄰里關係、
推動互助互惠的氛圍，Christy表示：「我們深信每
一個居民都是珍貴的資本，能帶動社區的正面改
變。社工或機構的角色就是促進者，提供合適的平
台，讓居民發揮潛力及參與其中，這正正是計劃名
稱『E.P.S.』所蘊含的意義。」
雖然計劃近日已完結，但Christy有信心，計劃

所培育的義工能繼續自發為社區出一分力，因為
「社區就是家」這個概念，早已植根在居民的心
中。

香港仔坊會 南區婦女會
推動居民參與 打造長者友善南區

南區有不少社福機構一直與居民同行，以不同形式支援居民的生活需要。香港仔坊會及香港南

區婦女會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資助下，推出「家在石排灣E.P.S.」計劃

（下稱計劃），鼓勵不同年齡的居民參與社區活動，提升社區凝聚力，為石排灣邨注入人情味。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轄下的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基金）於2002年成立，在社區推行多
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及各
界發揮凹凸互補精神，建立跨界別協作平
台及社會支援網絡，從而建立互助互信、
守望相助、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至
今，基金已資助超過500個計劃。為表揚對
香港社會資本發展有貢獻的個人義工、企
業和機構，基金舉辦
「社會資本動力獎」
嘉許計劃。
有關詳情，請掃瞄
二維碼參閱基金網頁：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凝聚跨界力量 打造幸福社區

www.ciif.gov.hk

●計劃早前舉辦嘉許禮，答謝不同持份者的參與。

●「親子網主會」定期相聚，交流社區訊息及服務
心得。

●居民在「社區共享教室」化身教師，分享自身
技能。

●計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頒發「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2024」。

港金融科創展優勢 獻力三地發展
逾250全球政商代表雲集廣州南沙 共商灣區機遇與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有超過
240種蝴蝶，約佔全中國蝴蝶品種的11%，
可見本港的生物多樣性。昨日香港環保協進
會與馬來西亞檳城蟲鳴大地（Entopia）於
大埔鳳園蝴蝶保育區簽署合作協議，推動蝴
蝶園認證計劃。該計劃由環保協進會於2023
年8月首度在港推行，旨在促進蝴蝶及自然
保育的架構及可持續系統，為學校、社區、
已修復堆填區及機構組織的蝴蝶園提供認證
服務，本地逾20個蝴蝶園已獲相關認證，
亦與內地、台灣地區、日本及馬來西亞等地
合作，推動建設「國際蝴蝶脈絡」。
蝴蝶園認證計劃由鳳園蝴蝶保育區作專

業評審，就三方面對蝴蝶園作出評估，包
括機構願景與承諾、蝴蝶棲息地及其生態

的建造，及蝴蝶園的持續維護。同時鳳園
向參與認證計劃的機構提供意見，確保有
效及持續地維護蝴蝶園。獲認證的蝴蝶園
會加入「國際蝴蝶脈絡」，成為全球蝴蝶
網絡一部分。

港逾20蝴蝶園已獲認證
根據是次的協議，港方將輸出蝴蝶認證技
術，開展蝴蝶保育和教育合作，並建立「一
帶一路」國際蝴蝶網絡。環保協進會總幹事
邱榮光表示，與Entopia合作可將鳳園一直
提倡的「點線面」蝴蝶城市理念推廣至國際
合作機構，不斷於社區建構蝴蝶園作為生態
點，再將不同生態點形成一條線，繼而形成
一個面覆蓋香港，甚至發展至不同地區。目
前鳳園已在香港建立70個蝴蝶園，當中超
過20個已獲認證。
另一合作方Entopia成立於1986年，是馬

來西亞最大的蝴蝶公園。Entopia首席執行
長吳家梁表示，蝴蝶可作為生態系統多樣性
的重要指標，亦是良好的公眾教育契機，十
分期待透過與香港交流學習，加強公園保育
管理，促進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
出席簽署儀式的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副
局長黃淑嫻表示，香港雖然是人口稠密的都
市，政府仍致力保持本地自然環境及生物多
樣性，已建立25個郊野公園，鳳園的蝴蝶
保育工作成績卓著，鳳園蝴蝶品種超過200
種，佔全港蝴蝶品種九成，希望今次合作可
以增進香港和馬來西亞在蝴蝶保育方面的經
驗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參觀鳳園蝴蝶保育區，不
時有蝴蝶翩翩飛舞，數量較市區一般花園明
顯更多。工作人員介紹，蝴蝶與植物是相輔
相成的依存關係，只要種植某些特定的植
物，蝴蝶自然會被其吸引而來。

港馬環團合推蝴蝶園認證計劃

梁振英表示，2025年是《南沙方案》第一階段
目標的收官年，是大灣區融合發展建設的「期

中考」，圍繞科技創新、產業合作、金融等領域深
化與港澳雙向合作。

他舉例說，南沙將推動落地一批標誌性合作項
目，南沙港式社區、民心港人子弟學校、香港科技
大學（廣州）等粵港融合發展標誌性項目的一批成
果也將顯現，「比如經過兩年辦學，民心學校的學
生規模將在9月擴大到1,500名學生，今年也將第一
次有畢業班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等，
這些都是兩地合作的關鍵進展。」

梁振英：兩地仍有巨大合作潛力
梁振英表示，通過對內地各省市的長期參訪考
察，他發現香港與內地仍有巨大的合作潛力。不過
他直言，香港與內地的深入合作還存在一定的障
礙，就是雙方相互不了解彼此的所需所長，例如對
於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科創等優勢，內
地很多省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內地市場之
廣闊和發展速度之快，也讓香港難以及時充分了
解。因此，要促進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發展，必
須暢通信息渠道，增進香港與內地間的交流與了
解。

黃偉綸：港以可持續方式獻力灣區建設
黃偉綸表示，香港決心以可持續的方式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作出貢獻，尤其在香港的三個重點優勢
領域：首先在金融服務領域，歡迎廣大公私營企業
和個人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滿足其
對資金、流動性和投資計劃的需求；在科技創新領
域，大灣區正迅速成為全球性的創新中心，香港雄

厚的基礎研究實力可與內地城市扎實的製造業基礎
相結合，挖掘科創的巨大發展潛力；同時，香港作為
國際航空樞紐，在航空、貨運和物流方面具備優勢，
可與灣區各機場、港珠澳大橋、地市實現聯運，滿足
大灣區製造業發展中航空運輸的巨大需求。

●香港環保協進會與馬來西亞檳城蟲鳴大地（Entopia）於大埔鳳園蝴蝶保育
區簽署合作協議，推動蝴蝶園認證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超過250位全球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外國投資者、創新創業者和學者昨日雲集廣州南沙，共議大灣
區發展機遇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