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揭曉 博士佔三成
創作視頻講好灣區故事 矢志科研喜獲學術成就

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評選

2024-2025決賽暨頒獎典禮10

日在廣州舉行。本次決賽以線

下路演形式展開，讓大灣區求

學的香港學生從課堂、實驗

室、甚至YouTube節目中走到

台前，講述各自在灣區求學的

故事。最終來自暨南大學、廣

州中醫藥大學、中山大學等7

間高校的十位港生，獲得了

「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榮

譽。其中三位更是博士生，用

實力證明了港生也能在考核嚴

格的內地教育體系中突圍而

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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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讀書時，看到
疫情時一線的抗疫人
員，更加堅定了我當醫
生的決心。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讀書，是真的有
很多臨床實踐的機會。
其實只要有實力，無論
是港生到內地發展，還
是內地生到香港發展都
一樣暢通無阻。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張鑫

港澳居民報考指南
哪些港澳居民可以報考？

同時符合兩項條件的港澳居民可報考：
（1）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無外國居

留權的港澳居民；
（2）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

律法規等。

港澳居民可以報考哪些崗位？

符合規定的港澳居民可報考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及省直駐上述各地事業單位崗位。

港澳居民資格復審所需材料？

（1）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3）港澳地區《無犯罪紀（記）錄》（可在考察環節提供）
報考程序

報名時間：2025年5月9日9時至16日16時

網絡報名：港澳居民登錄「廣東省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信息管理系
統（考生報名）」（https://ggfw.hrss.gd.gov.cn/syd-
wbk），在證件類型中選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填寫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號進行註冊。只能選擇一個崗位報名。

業務考核：本次集中招聘考試採取直接業務考核方式進行，不統
一編排准考證，應聘人員無需登錄招聘系統打印准考
證。報名時間截止後，由事業單位或者其主管部門自
行組織開展資格復審等後續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廣
東省日前發布「事業單位2025年集中公開招
聘高層次和急需緊缺人才公告」，計劃公開招
聘工作人員1萬名。其中，廣州、深圳、珠
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
市共提供崗位3,000多個，招聘人數超過4,000
人，佔本次總招聘人數四成以上，亦開放港澳
居民報考。另外，1,300多個省直單位崗位中
駐灣區內地九市的，港澳居民也可報考。報名
截至5月16日16時。
廣東本輪事業單位招聘聚焦高層次緊缺人才，
招聘單位集中在學校、醫院、研究所（研究中
心）等類型，招聘人才專業性更強；在面向港澳
居民招考的城市中，深圳和廣州提供崗位數量居
前，均在500個左右，涵蓋經濟管理、政治學、
文學、工程、信息技術等多個學科領域。
機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精尖技術領域人才需
求尤為迫切。內地事業單位招聘往往對報考人
才有一定的要求，如學歷學位、主修專業、政
治面貌、年齡等，而此次招聘不少崗位的條件
有所放寬，如廣東省科學院智能製造研究所公
開招聘14個崗位，涉及機器人技術團隊、智
能傳感技術團隊、人因工程技術團隊、集成智
能創新團隊等多個工作部門，技術崗位基本要
求碩博學位，年齡則普遍放寬至40周歲，部

分崗位放寬至45周歲。

港青具國際視野和語言優勢
此外，本輪招聘中部分崗位與大灣區聯繫緊

密，或關涉灣區重點城市的發展研究，如廣東
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台研究中心、深圳市南山區
大灣區發展促進中心、廣州市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等單位，為港澳人才發揮優勢、融入大局提
供更好機遇。
港澳居民考內地編制，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

發展的重要成果，相關政策於2022年起正式
實施。港青馮富榮就由此加入了廣東省機械技
師學院，他表示香港青年普遍在成長背景、語
言、國際視野上具有優勢，面試階段比較有
利，但由於內地事業單位招考的考試結構、內
容都與香港大有不同，筆試方面仍需踏實準
備。尤其應該積極了解國家發展現狀、相關政
策知識等重點考察的內容。此外，由於事業單
位考試中，每人只能報名一個崗位，崗位的選
擇也要進行仔細考慮。

粵事業單位招才 逾3000崗位對港澳居民開放

●獲得2024-2025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榮譽的港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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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山區孩子因
留守或貧困而內向
自卑，而藝術成為
他們情緒的出口。
一幅畫、一首歌、
一件手工作品，都
可能讓他們找到被
傾聽的力量。

作為土生土長的
香港人，粵語似乎
是天然技能，但其
他地方粵語似乎在
式微。有次回內地
探親，發現親戚家
的小孩已經不懂粵
語了，因此來廣州
進一步學習粵語，
傳播粵語文化。

在大灣區求學是一
個不斷成長的過程，
有很多實踐機會，除
了自己做自媒體，也
參與了學校和其他媒
體的很多項目。未來
一定會繼續從事文化
傳播，向世界介紹大
灣區。

北上求學對我來說
是一個新體驗，不同
地方有不同特色的文
化。我在廣州讀書就
接觸到好多西關文
化，愈是深入體驗，
就愈會發現中華文化
真的非常細緻、好有
層次。

重逢昔日受訪港生：由初來乍到變落地生根
做記者時間長了，偶爾會在

某個毫無預兆的時刻，與舊人

重逢。這次採訪「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評選活

動時，偶遇了一件「暴露年紀」的小插曲。廣州

中醫藥大學的博士張鑫說原來早在數年前已接受

過記者訪問，當時他還是初出茅廬的本科生。此

次再見，對方已成為一名獨當一面承擔科研課題

的博士生，還收穫「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榮

譽。在灣區扎根多年，從本科走到博士，一路走

來，張鑫始終在堅守。這片土地夠大、機會夠

多，也值得他沉下心做研究，慢慢耕耘。

張鑫表示，自己想做粵港醫療體系之間的「小小橋

樑」。他觀察到，北上學習中醫的港生返港求職時仍

面臨不少「玻璃門」。相比之下，在內地實習與發展

反而更順。「不少港澳同學碩士畢業就留在廣州、深

圳工作。」看到香港和內地在醫療制度、執業體系、

文化認知等方面都還有不少待磨合的地方，張鑫認為

自己正好能夠理解兩地制度，也了解香港病人對內地

看病的不安，「例如轉介機制不清楚，等專科時間太

長，還要適應新環境……」他希望，未來能參與相關

政策落地，推動兩地更好接軌。

另一張「熟面孔」則是來自暨南大學港生黃凱

霖。他已經連續三年參加這項評選，終於在畢業這

一年當選，他說就像是為大學生活畫了個圓滿的句

號。像他這種不服輸的勁頭，在北上求學的港生身

上很常見。

看着這些香港學生由初來乍到，變成落地生根

的「大灣區人」，記者除了感慨時間流逝外，也

更深感大灣區是個值得扎根的地方，只要耐得

住，才能看見那些緩慢但踏實的進步和改變。

記者手記

本屆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中，有立志披上白
袍、為灣區醫療事業出力的醫學博士；有善

用YouTube等國際平台，以短視頻講好灣區故事的
博主；有投身粵語推廣與研究的文化推動者；更有
到貴州鄉村幫助聽障小女孩出攝影集的「行動
派」。
就讀暨南大學的港生黃凱霖，今屆不僅榮獲「大
灣區十大傑出港生」稱號，更摘得「最具人氣港
生」殊榮。身為廣電新聞專業學生，黃凱霖在內地
求學期間除了自媒體創作，亦參與製作多個視頻項
目，透過粵語、普通話及英語，向大眾介紹大灣區
的人與事，其參與製作的影片累計播放量已突破千
萬。他直言，國際上對中國的興趣日益濃厚，特別
是之前隨着「TikTok難民」大量湧入，也意外拉近
了海外與中國普通人之間的距離。「我希望通過短
視頻創作，讓更多人看見真實的中國。」

「參加評選像一次跳出舒適區的冒險」
「這次參加評選，反而像一次跳出科研人舒適區
的冒險。」獲得「學術成就獎」一等獎、同時獲選
十大港生的暨南大學藥學院博士生鄭靖萍表示，醫
學求學之路十分漫長，自己曾短暫動念報考其他職
業，但看到大灣區對生物醫藥政策的支持，最終還
是讓她決定「回到初心」，堅持科研路。
「比如藥學專業的『藥物警戒』課程，以前在

內地高校沒有，現在廣東幾間大學率先開設。」
她說，從這些可以感受到大灣區高校在課程改革
方面的努力，和政府持續加碼的政策支持。
就讀廣州大學粵語播音專業的梁嘉淇，更關注粵

語文化的傳承。她笑言，常被問起「為何要跑來內
地學粵語」。她認為，語言是文化根基，在廣府地
區學習更有現場感。在廣州求學2年多，她最大的
感受是「眼界開闊了」。她說，在廣東生活期間，
去過不同城市，聽到各種方言版本的粵語。「好似
佛山，就有好明顯的口音變化。你會感受到每個地
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她希望未來能以此為題，做
一個關於粵語方言演變的專題研究。

「行動派」為聽障女孩出攝影集
獲得「公益實踐獎」一等獎、此次獲選「大灣
區十大傑出港生」的譚明麗，是廣州美術學院的
學生。她兩年前到貴州偏遠山村研學時，發掘了
一位聽障小女孩洲媛的拍攝天賦。洲媛無父無
母，與爺爺奶奶相依為命，更患有聽障，村裏人
一度對她有成見。譚明麗將手上的相機交給洲
媛，發現她拍出的照片，角度獨特，而且鏡頭畫
面很有藝術感。
「我忽然意識到，她其實很想表達，只是一直沒
找到合適的方式。」被觸動到的譚明麗一直努力聯
繫各方，最終幫她出版了一本攝影集。譚明麗這次

還特意帶了一本畫冊到現場，一頁頁翻開畫冊，帶
大家感受小女孩洲媛的視角。「我會繼續將這件事
做下去，幫助洲媛的攝影作品讓更多人看到，也希
望更多人關注和幫助像洲媛這樣的孩子。」

冀把握機遇勇於擔當和奉獻
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教與學）周偉立博士表

示，在這次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評選活動中首度近
距離觀察這群「新生代」內地港生，印象深刻。他
認為，香港學生在內地學習，是一次擴闊視野、增
長見識的好機會。當下大灣區發展如火如荼，香港
青年應敢於走出香港，在大灣區找到發揮創意與能
力的空間。他勉勵大灣區內地高校求學的港生，繼
續敢於付出、善於看出路、走得出去，並最終創出
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本次評選由「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內地港澳青
年學生之家主辦。「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
主席、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何建宗博士表示，期
望得獎學生在未來能繼續發揮「傑出港生」的榜樣
力量，與更多年輕人分享經驗，成為內地與香港青
年之間的橋樑。他指出，目前在內地升學的香港學
生已超過2.3萬人，內地高等院校無論在課程設置
還是師資力量上都具備強大競爭力，為香港學生提
供了更多優質選擇。他希望港生能把握機遇，勇於
擔當和奉獻，成為未來愛國愛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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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美術學院大四學生譚明麗

廣州大學粵語播音專業學生梁嘉淇

暨南大學港生黃凱霖

暨南大學港生何佩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