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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地
与香港多个口岸
开始分阶段有序
恢复人员正常往
来。为保障口岸
电力系统正常运
作，南方电网深
圳供电局对所辖
多处口岸的供电
设备开展巡检，
确保运行平稳。
图为工作人员正
在对深圳湾口岸
沿线电缆沟开展
专项巡视。

黄海鹏摄

新华社香港1月 16日电 （记者
孔维一） 为祝贺第二批香港特区青年
赴联合国系统担任初级专业人员，外
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16日举办“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
踔厉奋发共创复兴伟业”——香港特
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表示，香港
青年充满活力、能力和潜力，对贡
献国家和世界充满热情和期待。中
央政府大力支持推动香港青年公务
人员到联合国系统任职，是对香港
青年的肯定。

他寄望这些青年同事在国际舞台
发挥所长、成为国家和世界的桥梁、
肩负起说好香港故事的责任，时刻注
意自己是国家的代表、香港特区的代
表，并期待各位青年同事任期完成
后，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来，为
香港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
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仪式致辞中表
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系统
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关心关爱香港青年，
助力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
才的重要举措。

他表示，香港青年赴联合国任职
凝聚着祖国的深情厚意，肩负着特区
的殷切期待，也是个人发展的难得机
遇。大家要积极向全世界展示当代香
港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财政司司长办公室政务主任陈佩
琪、廉政公署执行处高级调查主任李
伟康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
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重视、关怀和培
养，他们将珍惜此次赴联合国系统历
练的机会，展现当代香港青年的才干
和风采，以实际行动激励、带动更多
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国
际事务，为国家的发展和“一国两
制”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
的香港青年共有 12 位，将于近日起
陆续赴联合国纽约总部、日内瓦办事
处及联合国毒罪办、联合国贸发会
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任职。

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举办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举办

推出多项招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是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度施政报
告的重点之一。李家超在这份其任内的首个施
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包括成立

“人才服务窗口”，由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专责
制订并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
作，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推出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
才计划、加强吸引力等。

其中，“人才服务窗口”在线平台于去年底
投入运作。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现在正是香港主动出击、竞逐人才的黄金时机。
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全面推进“人才服务窗
口”等一系列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港人才库，
配合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为期两年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也已
于2022年底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人才包括过
去一年年薪达 250 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
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5年内累积3年或
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等。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
局局长孙玉菡日前介绍，“高端人才通行证计
划”推出约两周后已接获逾5300份申请，平均
每日有350份至400份，当中约六成已获批，各
界反响热烈。

此外，特区政府还对“一般就业政策”“输
入内地人才计划”等多项现有人才计划进行不
同程度优化，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比如
自今年1月1日起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
度配额，为期两年，并简化审批程序等。在创
科领域，特区政府也优化了“科技人才入境计

划”，撤销科技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
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并将新兴科技行业扩
展至14个，以加快输入人才的步伐。

释放求贤若渴强烈信号

香港舆论认为，一个“抢”字，展现了香
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之变，从“积极不干
预”变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过去我们被动
等人才上门，现在必须要主动去找人才。”李家
超说，过去两年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本地劳
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多个行业正面临人力短
缺问题，必须要更加积极主动“抢人才”。“现
在我们是积极主动去‘敲门’，并告诉大家我们
有很多新政策。”

按照特区政府制定的目标，预计在2023年
至2025年期间，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每年吸
引至少3.5万名人才，即3年吸引至少10.5万名
人才。上述吸引人才目标较去年和前年的年均
人数增加40%。“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并有十足
信心让KPI达标。”陈国基说。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创科产业
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科技人才短缺却成为
香港创科企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此，香港特
区政府不久前公布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
明确提出充实创科人才资源，计划至2032年将
创科产业从业人员从目前的约4.5万人增加到不
少于 10 万人。“蓝图提出的加大力度吸引高精
尖人才、强化对大学基础科研的支持等措施都
极具诚意。相信这些措施落实之后，我们会迎
来并留住一批又一批优质创科人才。”香港理工
大学协理副校长王钻开如是说。

鼓励人才在港落地生根

“抢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工作签
证、科研支持、成果转化、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社
会保障、落户政策等多个环节，需要一整套的制
度设计。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相应规
划。比如，为积极吸引海内外创科人才来港，
特区政府计划将加大力度招募海内外年轻科研
人才并吸引香港海外留学生回港发展，加强资
助年轻科研学者，增加人才住宿配套，增强人
才的归属感，鼓励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

“针对重点行业，我们的人才政策有一系列
‘量身订做计划’，包括税务优惠、员工补贴、生活
补贴等。比如企业需要土地、扣减税务，甚至员工
要读书、找地方住，这些我们都有相应安排。”李
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出台这些配套措施，目的是
希望优秀人才来到香港后，感受到香港广揽英才
的诚意，并扎根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我们的DNA。”
李家超认为，香港除了固有的低税率、简单税制、
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融和等优势外，还具备“一国
两制”的独特优势。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为
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
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孙玉菡同样认为，香港在招揽人才方面具有
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人才最看重的是机遇和舞
台，而随着香港和内地开始分阶段有序恢复人员
正常往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
更加彰显，内地的经济增长趋势将成为巨大驱动
力，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

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
推出多项全新和优化人才
入境措施，面向全球“抢
人才”，获得广泛关注和积
极反响。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
一，也是内地对接国际市
场的重要窗口，特区政府
必须更加积极进取“抢人
才”，强化发展动能，保持
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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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1 月 15 日 7 时 58 分，G6551 次高铁列
车缓缓从广州东站驶出，向着香港西九龙
站加速飞驰。这是广州东站建站以来首趟
开行往香港西九龙站方向的高铁列车。

因疫情而停运近3年的广深港高铁15
日起恢复通车，并且新增从广州东站到
香港西九龙站的直达高铁列车。从广九
铁路到广九直通车，再到广九高铁直通
车，100多年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联络之
线越来越通畅牢固。

广州与香港的铁路“情缘”要追溯
到 100 多年前。1911 年广九铁路全线通
车，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大通道从此开
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广九
铁路几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广九直通
车稳定开行。

据广州东站介绍，40 多年来广九直
通车载客超1亿人次，成为香港与广东乃
至整个内地血脉相连的“亲情线”“经济
线”。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广九直通车见

证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故事，也见
证着香港和内地的通道越来越通畅。

“1998年，引进新列车的广九直通车时
速在国内率先达到200公里，内地和香港之
间的交通变得更加快捷。”曾在上世纪90年
代担任广九直通车列车长的毕江说。

2018 年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运营，
香港加入全国高铁城市“朋友圈”。奔行
的钢铁巨龙缩短了粤港两地的时空距
离，更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紧密
联系在一起。

“因广州南站离市区较远，为满足旅
客就近乘车的需求，此次广深港高铁恢
复通车时开通了广州东站至香港西九龙
站高铁 （简称广九高铁直通车）。”广铁
集团客运部总工程师彭翔说。

广州东站地处广州市天河区中心地
带，地铁、汽车通达便捷，是广州铁路枢纽

“五主四辅”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中心城
区最为繁忙的车站之一，广州东站高峰时

年发送旅客2394万人次。
彭翔告诉记者，广九直通高铁全程

运行约 177公里，全程最快运行时间 1小
时 37分，较原有广九直通车省时约 23分
钟。开行初期日均安排6对高铁列车往返
广州东和香港西九龙两地，后续将根据
客流情况，适时优化调整。

广九高铁直通车将采用“一地两
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在广州东站可直
接上车，到达香港西九龙站后再进行通
关检验，较以前“两地两检”模式进一
步优化了通关流程，预计可节省约 20 分
钟通关时间。

“大湾区高铁网越来越密，构建起粤
港澳大湾区贯通东西、纵横南北的交通体
系，也让香港和内地城市的时间距离单位
从‘天’变成‘时’和‘分’，联系越来越密切
和牢固，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顺
利。”广州东站站长刘启绍说。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吴涛）

从广九铁路到广九高铁直通车——

广州与香港续写百年铁路“情缘”

本报香港1月 17日电 （记者陈
然） 由联合出版集团主办、香港三联
书店承办的 《香港相册：回归 25 年
来的历史记忆》新书发布会近日在港
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该
书作序。

该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香港历
史专家刘智鹏及刘蜀永编著，精选200
多张图片，从数千年前香港的考古发现
始，迄于回归祖国至今，对香港的历史

作通盘而生动的展现，当中尤其以香
港回归以来的岁月最为丰赡详备，盛
载了一代代港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出席新书发布会并致辞表示，
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社会、经济及
政治发展都在书中得到形象的展示，
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回归以后香港历
史性的变化，对国家和香港的未来更
有信心。

《香港相册：回归25年来的历史记忆》新书在港发布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赵
博、黄扬） 南北干货、精美糖
果、福气萌兔、春联红包……

“2023台北年货大街”近日开市，
将台北街头的年味渲染渐浓。

“年货大街”是台湾颇具代
表性的年节节庆市集，上世纪
90 年代创办于台北知名商业街
迪化街，历经 28届，已成为许多
台湾民众心目中过年“打卡”必
去的活动。“2023台北年货大街”
以“过年讲究不将就”为主题，由
迪化街、荣滨商店街、华阴街、沅
陵街、宁夏夜市、艋舺夜市等 10
个商圈联手推出。

台 北 市 市 长 蒋 万 安 介 绍
说，今年的“年货大街”涵盖
品类广泛。民众既可采买围炉
所需的各色年菜、生鲜渔获，
又能尽情挑选新衣饰品、居家
好物，为家中带来除旧布新的
新春气象，还可以约上亲朋好
友到夜市来场美食飨宴。“期待

‘年货大街’带动人潮，提升商
机。大家在台北过好年！”

为迎接兔年到来，“2023台
北年货大街”推出了一系列福
气萌兔吉祥物。从怀抱菜肴的
大型萌兔气球装置，到刮刮卡
造型的萌兔图案发财金，以及
萌兔包装面包和咖啡杯，无不

散发喜气洋洋的新春气息。主
办方还安排了兔年福气共创灯
区、开运红包墙、寻萌兔拍照
抽好礼等活动，烘托过年气氛。

记者在迪化街看到，不少
商户正抓紧做着装点、上货准
备，街巷里人头攒动。商铺张
灯结彩，路上重新搭起棚架，
店铺里、骑楼下摆放琳琅满目
的年货，还有临时摊位可以

“定点试吃”。一位经营干果零
食的林姓商户告诉记者，因为
疫情关系，“年货大街”前年取

消、去年转型，今年终于有望
恢复往日盛景。商家心里都很
期待，铆足了劲为顾客提供热
情、周到的服务。

“疫情期间，我们转做线上
生意。但毕竟是食材，客人没
有亲眼看到就不太会下单。”站
在堆满花胶、海参的摊位前，
29 岁的李厚德打理着自家货
品。他说，今年希望吸引更多
现场客流，把生意业绩提上去。

据介绍，“2023台北年货大
街”将持续至元宵节。

“年货大街”张灯结彩 台北年味渐浓“年货大街”张灯结彩 台北年味渐浓

图为市民在迪化街合影。 （香港中通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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