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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12月13日电（记
者梁文佳、王茜） 13 日，位于香港
元朗的锦田历史文化营里白菊朵朵，
络绎不绝的香港市民到此参与由香港
抗战历史研究会主办的“国家公祭日
暨香港和平纪念林启动仪式”，人们
纷纷种上一株沉香树苗，以寄哀思。

12 月 13 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我们向
死难者致以最崇高敬意。我希望借此
机会，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
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特
区政府总部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说。

当日的特区政府总部内，白色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大字
写在蓝色底板上。李家超在致献花圈
后，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特区政
府主要官员等默哀，悼念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

十点整，在国歌声中，香港和平
纪念林启动仪式现场的香港市民全体
肃立，与国同祭。人们把素净的白菊
戴在胸口，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
同胞，缅怀为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

的先烈和英雄。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向全体香港

市民发出倡议：建设“香港和平纪念
林”，用全民植树、护养的绿色方
式，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抗战英
烈的缅怀，表达对世界和平的追求。

今年已104岁的抗战老兵陈炳靖
坐着轮椅来到现场，陪同的家属代表
他种下第一棵沉香树。“这次植树的
活动也提醒我们历史不能被遗忘，我
们要将历史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位
家属说。

钟声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校长刘
德铭带领学生来到现场。他表示，今
天是国家公祭日，让学生们一起参与
到纪念活动中来，可以帮助他们丰富
更多课本之外的历史知识。

参加活动的中学生黄庭婷说，今
天的活动让人永远铭记那段残酷的历
史。“没有先辈的奉献，就没有我们
现在的幸福生活。”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
希望，大家要记住国家苦难的过去，
记住民族灾难深重之时，不顾个人安
危以血肉之躯奋战的英勇战士。希望
用我们的行动表达对历史的铭记、对
英雄的崇敬，以及对建设未来的信心。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由香
港特区政府在 2021 年初推出，旨
在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
均有业务的企业，聘请、派驻香
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让他们了解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
市的最新发展并把握大湾区发展
机遇。通过就业计划获聘的毕业
生可获每月 1 万港元、最长 18 个
月的津贴，并可获不低于1.8万港
元的月薪。

李家超说，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历史机遇，为香港青年拓宽
视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良
好机会。“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是特区政府鼓励香港青年融入国
家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他们创造
更多发展空间，引领其认识国家
和大湾区发展，在更大的舞台一
展所长。不论他们最终在大湾区
发展，或获得经验后回港发展，
对香港青年的成长都有积极作
用。希望有更多企业支持，提供
更多优质岗位，协助香港青年投
身大湾区建设，更好地融入国家
发展。

在分享会环节，多名香港青
年通过视频讲述他们在大湾区内
地城市工作的体会。“这个计划带
给我很好的体验，令我重新思考
未来，好好规划自己的职业生
涯。”中国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大湾区培训生何以敏说，在内地
生活的1年间，她见识到内地银行
在数字化等方面的优势，切身感
受到内地的发展速度，也对内地

和香港两地优势互补、大湾区巨
大的市场潜力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不只学到专业知识，还锻炼了
沟通技巧，之后考虑到内地工
作，希望可以为大湾区发展贡献
力量。”

把握湾区发展机遇

3 年多前，《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刚发布时，潘子锋
对大湾区的了解还不深。他经常
利用周末来到深圳，感受这里的
发展脉动。工作中接触到的相关
信息，与实地考察中深圳互联网
企业的发展动态，让潘子锋对大
湾区的发展大为惊叹。

潘子锋说，“大湾区青年就业
计划”鼓励和支持港青前往大湾
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让
找工作这件事变得更加直接和容
易。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津
贴，他们能拿到不错的薪资，广
东省每个月也额外提供生活补
贴，这些都进一步鼓励他们在内
地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
办事处主任陈选尧说，粤港澳大
湾区不但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提
供新动力，也是香港疫情后恢复
经济的重要机遇所在。“大湾区青
年就业计划”得到广东省政府的
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期望港
青能放眼国家，把握大湾区发展
机遇，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实现
自己的梦想。

在本次活动现场，30 多家企
业获颁“积极参与企业”奖。作
为获颁嘉许奖的公司之一，中国

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裁陈文在受访时说，大湾区发展
机遇无限，参与“大湾区青年就
业计划”的香港青年既拥有国
际视野，又拥有内地金融实战经
验，是宝贵的人才。

在陈文看来，香港青年要更
好地在大湾区发展，首先要有开
放包容的心态，走出舒适圈、融
入当地文化，其次要发挥创新精
神、赢得优势，在工作中不断成
长，再者是要开拓视野，主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

贡献香港青年力量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共同发
起人梁彦婷 1996 年在香港出生，
后来到深圳、广州、东莞等地上
过学。“我通过‘大湾区青年就业
计划’来到深圳工作，并且享有
政府提供的住房津贴。我策划了
公司的港澳台英才计划、深圳志
愿者服务平台等多个青年项目。
作为青年工作者和公共政策研究
者，我将继续通过自身的实际行
动，发挥桥梁作用，为香港青年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提供帮助
和支持，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这
里的工作生活和发展机遇。”梁彦
婷对记者说。

“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未来，特
区政府持续支持香港青年到大湾
区内地城市工作。”香港特区政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民忠
说，在“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之外，特区政府在“青年发展基
金”下推出“大湾区青年创业资
助计划”等，预计可为230个初创
企业、超过 800 名青年提供资本，
并向约 4000 名青年提供创业支援
及孵化服务。

除了香港特区政府多方面的
创业支持，大湾区内地城市也向
香港青年敞开温暖怀抱。梁彦婷
说，以深圳为例，很多香港朋友
选择来这里创业。深圳是一座开
放和高效的城市，有不少优惠政
策，对创业青年很友好。香港青
年能在这里享受政策补贴、公司
注册、住房和办公室支持等全方
位帮助。“希望香港青年能利用好
各方面优惠政策，努力成长，更
好地融入大湾区发展。”

香港：沉香祭英魂

本报澳门12月13日电（记者富
子梅） 澳门特区政府 13 日举行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全国
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贺一诚、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署理特派员
王冬、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徐良
才，以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和社会各
界人士等约300人出席。

上午9时整，路环保安部队高等
学校操场，参加活动的人士全体肃

立，奏唱国歌。特警仪仗队手持写有
“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挽联
的花圈，以步操放至献花台。

何厚铧、贺一诚等分别到献花
台敬献花圈并鞠躬。随后，全体默
哀 1分钟，鞠躬致哀。

前来参加公祭仪式的学生纷纷表
示，作为新时代澳门青年，应铭记这
段沉痛历史，担起责任和义务，了解
国家发展并作出贡献，成为爱国爱澳
的接班人。

澳门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将长期推行——

让更多港青搭上大湾区发展快车
本报记者 张 盼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嘉许礼暨分享会近日在香港举办。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表示，该计划自去年推出以
来，吸引400多家企业提供职位空缺，涵盖不同行业，入职青年
已超过1000人，参与企业及青年对计划都有不错的评价。特区
政府新施政报告已宣布恒常化推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让
更多香港青年把握大湾区发展机遇。

香港青年潘子锋去年8月通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入职
腾讯，目前担任大湾区公共事务部经理。他告诉记者，香港青
年普遍知道大湾区发展空间大，但未必了解具体有哪些机会。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香港青年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希望更多港青能搭上大湾区发展的快车。

图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粤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工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据新华社福州
电 （记者肖逸晨、
李慧颖、邓倩倩）
2022 年 “ 走 进 政
协·台湾青年说”
活动日前在福州市
举行。活动中，台
胞们对协商民主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表示对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更加
充满信心。

本次活动是第十届海峡青年节
集中活动之一，以“协商民主与两岸
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打造讲述“协
商民主故事”与“两岸融合发展故事”
相结合的特色品牌，助益广大台湾青
年加深对祖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了解，
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思路。

“1997 年 从 台 湾 来 到 福 州 ，
2005 年开始列席福州市政协会议。
我想通过亲身经历，谈谈对政协制
度的感想……”全国台企联副会长
陈奕廷在“暖场”视频中讲述了自
己的“政协情缘”，“党委、政府对

政协委员履职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
议相当重视。事实证明，以人民为
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主道路
越走越宽广。”

范姜锋来自台湾桃园，在厦门
打造台湾青年创业基地，曾获省级
五四青年奖章。“我和团队在福建南
平参与乡村振兴文化项目，亲眼见
证当地政协通过调研、座谈、沟
通，逐一找问题、提建议、促共
识、找方法，高效推动问题解决。”
他说，自己要把在大陆的亲身经历
传递回台湾，吸引更多台湾同胞踏
上这片热土。

来自台湾云林的吴妘蓁随父母
在泉州生活了 22 年，是福建向金门

供水的见证者。“一条管道，连接两
岸，28公里管线，协商了 20年，送
水用时 2分钟。”吴妘蓁感慨道，通
水历程背后是大陆坚持不懈的努力。

“登陆”前忐忑不安，“登陆”后收
获惊喜……台青陈筱婷在福州从事
自媒体行业，从寻找拍摄资源到制定
商业计划、开办公司，每一步都得到
了福州市政协的大力支持。“大陆对
台湾青年的帮扶，细致又贴心，让我
们快速在大陆发展、融入。希望我的
分享能让更多台胞拥有‘登陆’的勇
气和动力。”陈筱婷说。

谈张德是生活在大陆的第三代
台胞，在台盟福州市委会工作，先
后被推荐为区级和市级政协委员。

“台盟是由生活在
祖国大陆的台湾省
人 士 组 成 的 参 政
党。这些年，我亲
历、见证了台盟省、
市委会积极履行职
能，为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和两岸关系发展建言献策。”
谈张德表示，作为台湾省籍政协委
员，自己将持续发挥优势、不断提
升能力，更好地履职尽责。

“我今年获聘成为福州市政协智
库成员。”台湾教师陈昭志说，去年和
前年自己受邀列席福州市两会，并与
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发展“四有”好
福州，共建闽台第一家园》提案，得到
省、市政协高度重视与采纳。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全国政协
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福建省政
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福州市
政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
台胞代表、台盟青年盟员、政协青
年委员等近百人参与。

了解协商民主 畅谈两岸融合发展
——2022年“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闽举行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李寒
芳） 当一位游客分别来到上海、香港
或者澳门，他会有什么相似的操作：
在小红书上寻找网红打卡点？还是大
众点评上搜索当地餐厅？或者打开外
卖软件享受一份便捷美食？

“互联网+”的新业态让不同的
营销内容可以跨越空间进行，也让沪
港澳青年有了大展拳脚的新空间。

近日在澳门举行的 2022 年沪港
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上，来自沪港澳
三地的百余名嘉宾和青年代表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其中，围绕

“发展新业态，增强新动能”主题共
同探讨新形势下助力沪港澳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我看来，新业态依托互联网
信息技术对各个行业进行优化升级转
型，让各行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下发
展。”香港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何迪
夫有感而发。

“近年来通过跨境电商这样的业
态，我们可以直达海外消费者。加上
三地的融合互补，品牌增效进一步叠
加，未来会有很大发展机遇。”中国
新能源空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麦
懿睿说。

上海最新发布的新赛道行动方案
和打造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分别

在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等3
条新赛道，和生命健康、智能产业、
新能源、深海空天利用、新材料等5
大未来领域集中发力。如何在这些未
来领域唱好“大合唱”，与会代表纷
纷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些未来新领域新产业，孕育
无限商机，呈现多元场景，延伸产业
链条，是可以集中三地的青年力量来
寻找合适路径进行突破创新的。”上
海市青联主席丁波表示。

香港赏游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
CEO张得欣提出了自己的畅想：“在未
来，科技将破除地域局限，把三地的文
化遗产搬到一个文化的元宇宙里面。”

“未来，沪港澳三地的青年可以一
起探索‘一国两制’新实践，通过新经
济新业态去推动三地城市的新动能。”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说。

沪 港 澳 青 年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自
1999 年以来已经走过 23 年，论坛秉
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为加深港澳
青年对祖国的了解，扩大沪港澳三地
联动，推动共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本次论坛由上海海外联谊会、上
海市青年联合会、香港青年联会、澳
门青年联合会、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沪港青年会、沪澳青年交流促进会等
单位共同主办。

连日来，广东广
州白云站建设稳步推
进。广州白云站项目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
是“十三五”铁路规
划中的重要项目，也
是广州市和粤港澳大
湾区的重点工程，对
推动形成粤港澳大湾
区范围内“轴带支
撑、极轴放射”的多
层次铁路网络格局，
构建和完善“轨道上
的大湾区”体系有着
重要的意义。

图为建设中的广
州白云站。

王天水摄
（人民视觉）

澳门举办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
聚焦新业态新领域

冬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长江三峡两岸层
林尽染，船舶穿梭其间，宛若行驶在色彩斑斓的画廊
之中。图为船舶行驶在长江三峡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屈原镇西陵峡水域。 王 罡摄 （人民视觉）

冬 日 三 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