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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球员斯蒂芬·马布里向香
港人才服务办公室递交了“高端人
才通行证计划”的申请。“我很喜
欢香港，很高兴有机会加入香港这
个大家庭。”马布里说，自己此前
曾多次来港，香港的文化氛围很适
合他，希望可以融入香港，协助推
动篮球运动及慈善工作。

选择前往香港发展，马布里
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已有 7 万
名人才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落
地香港，超过此前订立的每年引
才至少 3.5 万名的目标。舆论认
为，这充分证明香港在吸引全球
人才方面具有很强的国际吸引力
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吸引人才，
香港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富有活
力的发展方向迈进。

多管齐下揽人才

数据显示，香港吸引人才成果
斐然。2023 年前 10 个月，各项输
入人才计划共收到逾 18 万宗申
请，逾 11 万宗获批，其中“高端
人才通行证计划”共收到约 5.5 万
宗申请，逾 4.3 万宗获批。其中近
七成获批的申请者已经到港。

在延续传统政策的同时，特区
政府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了多项新
举措。比如扩大“高端人才通行证
计划”大学名单，合资格大学名单
11月起增加8所内地及海外的知名
高校，名单内高校总数达 184 所，
其中内地高校 12 所。同时，特区
政府将落实“资本投资者入境计
划”，在香港投资股票、基金、债
券等资产 （房地产除外） 3000 万
港元或以上的合资格投资者，可以
通过计划申请来港，以增强香港资
产及财富管理、金融及相关专业服
务界别的发展优势，细节将于今年
内公布。

新政策还包括试行职专毕业生
留港计划、开放东南亚部分国家人
才来港就业的安排、举办“全球人
才高峰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
量发展大会”等。

此外，一些社团组织也积极助
力人才融入香港。例如近日成立的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由香港
特区立法会议员联合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9所内地高校的香港校友
会登记注册，旨在为各界高端人才
融入香港提供职业建议、社交文化
活动和生活支援等，帮助他们尽快
适应和融入香港社会。

特色鲜明优势强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
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
势，这里有一流的营商环境、精彩
的生活文化、便捷的交通网络，让
全球人才可以大展宏图。”谈及香
港吸引人才的优势，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说。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
体系运行保持稳健，今年以来各类
金融业务均有不俗表现：香港外汇
基 金 上 半 年 净 赚 超 过 1000 亿 港
元，扭转了 2022 年度的投资亏损
态势。2022 年第四季度及 2023 年
上半年全港共取得690亿港元净资
金流入，较去年前三季度增长超过
3倍。许多此前移居外地的投资银
行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员工正陆续回
港，不少从事金融行业的高端人才
也通过各种人才计划申请赴港。

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大
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近年
来，特区政府累计在科技创新方面
投入近 2000 亿港元，支持高等院
校的科研、香港科学园及数码港的
园区发展。目前香港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医疗和生命健康、金融科
技等领域发展态势良好。在吸引科

技人才方面，香港通过“优秀人才入
境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研究
人才库计划”等的落实，为科创发展
提供优秀人才储备。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还通过发
展“总部经济”、引入公司迁册机
制等方式大力招商引资，留住优质
企业。统计显示，去年以来已有
30 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
充业务，这些企业集中在生命科
技、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
将在香港投资超过 40 亿美元并带
来1万个就业机会。

面向湾区天地宽

“香港刚刚挂牌成立了香港人
才服务办公室，希望从世界不同地
方吸引人才来大湾区作长线发展，
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便利
他们融入大湾区。”在近日于香港
举办的粤港两地人才合作交流会
上，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
玉菡这样表示。

在各项外部人才引进计划稳步
推进的同时，特区政府还将目光投
向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深化城市间
合作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吸
引更多国内外高技术人才和企业。
以科技创新为例，香港特区政府联
手深圳市人民政府推动位处落马洲
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发
展，提供科研资源、资金及出入境
等方面的便利流动及支援措施，共
同推广双方在科创方面的优势，携
手为合作区引入人才。

“香港可以发挥大湾区人才基地
的作用，担当‘输入人才门户’的
角色，积极引进全球人才，丰富大
湾区的人才库。”香港人力资源管理
学会中国及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委员
会联席主席黄家杰认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增
长。香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拥有
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与内地的
产业资源可以有效结合，助推双方
发展。

香港：广纳贤士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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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欢迎马布里递交“高端人才
通行证计划”申请。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供图

深圳中山公园棒球场，在第四届海峡两岸
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的开赛首日，台湾世新大
学对阵南方科技大学。世新大学棒球队捕手黄
丞翊以每小时 131 公里球速击出一记本垒打，
他立刻扔掉球棒，振奋呐喊，跑至一垒，并踏
触二垒、三垒，轻松跑至本垒，赢得一分。

“OK，嘎油，水了 （闽南语：加油，太棒
了）！”每次得分，队员们喊出口号为队友加油
鼓劲，甚至冲进场内庆祝。

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月
11 日击球开赛，赛事持续 8 天。本届赛事共设
有大学组、U18 组、U15 组和 U12 组四个组
别，来自海峡两岸32支队伍参加。其中大陆队
伍20支、台湾队伍12支，8天赛程共举行80场
比赛，让棒球爱好者们大呼过瘾。

黄丞翊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打棒球，今年
是第一次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在比
赛间隙和南方科技大学球手击拳问候，并在垒

包上抓紧时间交流。“很享受和大陆的同龄人比
赛，这几天除了认真比赛，我想和学长跟队友
们在深圳多走走、多看看，用不一样的视角发
现不一样的风景。”黄丞翊说。

虽然一场比赛下来满身红泥，但是队员们
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很高兴和台湾的青年们同
场竞技，我们就打出我们的风格，打出我们的
气势，尽力就好。”刚下场休息的南方科技大学
机械系大二学生张赛晨说。

“今天上午下雨，但是现在球场上没有一点
积水，雨停马上可以开始比赛。这个球场真的
够水准，是由亚运会场馆专业团队维护，处处
可以感受到办赛很用心。”台湾中原大学棒球队
教练蔡宗宪告诉记者。

这是蔡宗宪连续第四次带中原大学棒球队
到大陆比赛。“这些年看到了大陆大学棒球队实
力的提升。而我们以赛促练，保持比赛节奏，
对于校队能力提升也有重要作用。我带过的很

多队员虽然毕业了，但是和大陆学生成为好朋
友，现在还在联系。”蔡宗宪说。

中国文化大学棒球队外野手刘亭宽是新闻
学大二学生，在大巴车上与大连大学同学畅
谈。“我对他们上什么课、平常喜欢做什么都很
好奇。我们可以透过棒球技术跟兴趣爱好的交
流，增进彼此互动。”刘亭宽说。

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
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
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
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
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

本届总决赛共有 840 名选手参加，首次将
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
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交流球
技，结交朋友，领略发展脉搏，增进情感融
洽，通过棒球运动交流推动“两岸一家亲”。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白瑜、梁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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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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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福建
省连江县下宫镇松
芦湾海域，养殖户
们忙着投喂鲍鱼。
近年来，连江县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科技、产业、
财 税 等 多 方 面 措
施，进一步做大鲍
鱼养殖产业和海洋
经济。图为渔民驾
驶渔船穿梭在松芦
湾海域。

郑凯瑜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11月 14日电 （记者
陈然） 首届香港桂冠论坛13日在港
开幕，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
学、数学科学 3 个领域的 20 余位邵
逸夫奖得奖者与 200 余位青年科学
家交流互动，分享研究成果及科研
心得。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
幕仪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
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
的独特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汇集研
发、先进制造和商业贸易的优势，
将为创科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香港
将改变产业结构，创科成为经济的
关键推动力，相信将会为下一代建
立可持续的科学和创科生态系统。
特区政府有信心推进香港创科生态
系统，为行业带来强劲增长动力。

香港桂冠论坛委员会主席唐伟
章表示，本届论坛以“汇聚顶尖思
维 启发科学成就”为主题，为期 6
日，包括专题演讲、研讨会、小组讨论
等活动。同时，部分邵逸夫奖得主将
与香港中学生交流，让学生了解香港
在创新科技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提
升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论坛还会
在香港科学馆和香港太空馆举办两
场由邵逸夫奖获得者主讲的科学研
讨会，市民可以免费参加。

香港桂冠论坛致力打造联系当
代和新一代科研领袖的世界级学术
交流盛会，将安排来自世界各地的
青年科学家参加学术研讨会、对谈
会和工作坊等活动，促进科学家互
相交流，提升香港年轻一代对不同
科学及科技领域的认识和兴趣。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吴剑
锋、庞梦霞）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
率先启动“台胞医保/健保线上服务
平台”，向大陆所有台胞台企开放。
通过该平台，台胞在大陆就医后，
无需两岸奔波即可在线上办理医保
健保手续。

“我们可以为大陆台胞办理泉州
市基本医保参保、缴费、报销业
务，还可以协助台胞办理台湾健保
自垫医疗费核退。”泉州颐和医院台
胞台企医保服务站负责人、健康管
理中心执行长邱俊杰介绍说，服务
站特别选派了台湾健保专家，积极
对接台湾健保机构和海基会、海协
会，搭建台胞医保健保沟通交流平
台，提供医保健保政策解答、材料
受理、把关预审等服务。

“台胞参加大陆医保后，很多小
病就不用跑回台湾了，尤其小孩老
人就地参加医保，可以进一步提升
台胞在大陆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邱

俊杰说。
泉州是台胞重要祖籍地，目前

该市有台属近 16 万，台资企业 2300
多家。为解决台胞在大陆生活、工
作、学习的医疗保障后顾之忧，2020
年 7 月泉州台商投资区台胞医保服
务中心暨泉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
中心台胞医保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近年来，泉州积极探索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持续在产业融合、文
化交流、落实同等待遇等方面出台
多项惠台政策，深化泉台各领域交
流合作。”泉州市政府副市长陈小辉
表示，希望借助此举推动两岸交流
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
全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近年来，福建加快建设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率先落实台胞台企
医保同等待遇，畅通在闽台胞参加基
本医保渠道，为台胞在闽就医生活营
造便利环境。目前，已有 1.4万台胞
在闽参保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

新华社澳门11月 13日电 （记
者刘刚、李寒芳） 在两天的演出之
后，中央歌剧院13日在澳门城市大
学举办 《用歌声讲故事》 讲座活
动，由大型原创交响组歌 《古田
颂》 词曲作者分享作品创作经历。
这是中央歌剧院连续第三年走进澳
门校园。

澳城大校长刘骏表示，希望借
此机会为师生和内地艺术家们近距
离交流构建平台，增进师生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认识和了解，
进一步推动澳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
发展。

《古田颂》词作者何英介绍了创
作缘起及创作历程，通过赏析组歌
中的代表作品，讲述歌曲背后的红
色故事。曲作者李式耀则分享如何
将红色故事以及歌词内容用音乐情
感准确表达。

中央歌剧院与福建省艺术职业
学院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现场演唱
了多首歌曲，让观众更加直接明了
地感受 《古田颂》 的创作特点和音
乐风格。

参加讲座的澳城大音乐学博士

生章峻源表示，虽然在澳门这个多
元化城市聆听过很多音乐会和讲
座，但像这样由词曲作者亲自讲述
创作历程，并且由一流歌剧院的歌
唱家们现场演绎，还是感触良多。
自己要做好研究，未来用音乐讲好
澳门故事，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

“我们希望把内地文化和历史的
声音带到澳门来，特别是能跟澳门的
青年学生在一起交流。”中央歌剧院
副院长么红说，她同时希望能和澳门
的原创艺术家们有更深入的交流。

据么红介绍，此次澳门之行中
央歌剧院集中了最优秀的青年演
员。除了带来世界经典歌剧选段，
还专门安排澳门原创歌曲音乐会，
以原创作品为主，结合部分中国经
典声乐作品，由中央歌剧院艺术家
与澳门歌手联袂演绎，共同用歌声
讲述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故事。

“希望能够把这台节目带到内地
进行巡演，让内地的观众朋友了解
澳门的声音。”么红说。

接下来两天，中央歌剧院还将
走进澳门科技大学和解放军驻澳部
队，继续奉献中外经典。

首届香港桂冠论坛举行
共话创科新机遇

福建泉州启动台胞医保/健保线上服务平台

中央歌剧院澳门传唱中外经典

近日，皖台职工技能竞赛交流活动在安徽省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举
办。本次技能竞赛交流活动由安徽省总工会、安徽省皖台交流协会、台湾
中华劳工同盟总工会等共同举办，72名皖台选手同台竞技，展示了精湛技
艺。图为安徽与台湾职工在车床工种技能竞赛中参加比赛。

袁 兵摄 （人民视觉）

本报澳门11月 14日电 （记者
富子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
队官兵一行日前走进澳门母亲会下
环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卧
床老人，为老人表演文艺节目，受
到热烈欢迎。

活动中，驻澳门部队官兵和老人
们亲密互动，互赠纪念品，合影留念，
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中国人》。

据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得知驻澳部队官兵要来探望慰
问，不少老人一大早就翘首以待。老
人们精心准备了书法作品“河山万
里，有你心安”等作为回馈，还拿出手
工艺品、排练了小节目与官兵们互
动，现场洋溢暖暖的温情。

近年来，驻澳部队积极参与慰
老爱幼、无偿献血、公益捐款等澳
门社会公益活动，为澳门社会事业
贡献力量。

驻澳部队官兵慰问澳门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