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王 平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一座孕育人才的城市

“香港是与世界接轨的经济体，能孕育全球
人才茁壮成长。”在高峰会现场，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向海内外发出邀约，“在‘一国两
制’下，香港拥有多方面优势。国际一流的营
商环境、简单低税制、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市
场，资讯、资本、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这些
都是吸引人才来港寻求世界级工作机会和美好
生活的要素。”

香港是亚洲唯一拥有 5 座全球百强大学的
城市，而根据最新的QS世界大学排名，香港高
校还拥有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学科，涵盖不同
专业。

“香港在学术研究领域信誉良好、优势独
特，可重点吸引年轻学者来港从事科研工作。”
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大卫·卡德维尔说，“更重
要的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背靠拥有庞大
人口和资源的粤港澳大湾区，相信其人才市场
的发展潜力巨大。”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3
年世界人才报告》 中，香港人才竞争力水平在
亚洲地区高居第二。

“这表明香港是全球人才奋斗逐梦的理想之
城。”来港出席高峰会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部长王晓萍致辞时说，期望更多海内外英
才可在港大展宏图、兴业乐业，为建设更加美
好的香港增智赋能。

一片大有可为的沃土

“香港充满活力，我和家人都爱上了这里”
“时刻跃动的艺术活动激发了我的创意”“没有语
言障碍，到处都是新机遇”……在香港特区政府
人才服务办公室最新制作的宣传片中，已定居香
港的国际高端人才纷纷表达对香港的热爱。

自2022年底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一系
列针对全球高才、优才、专才的人才引进计
划，截至今年 4月共收到约 29万份申请，超过
12万人已经抵港。

罗伯特·雷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中，罗伯
特举家从新西兰移居香港，目前他负责仲量联
行在大中华区的投资业务，妻子从事资产管理
工作，两个孩子则在国际学校接受“两文三语（两
文为书写中文、英文，三语为讲广东话、英语、普
通话）”的优质教育。提及新生活，罗伯特赞不
绝口，“香港是联通中国内地和世界不同经济体
的重要桥梁，这里的优势无可比拟。”

“世界各地的青年高知人才正在香港集
聚。”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向
记者介绍重点引才项目“高端人才通行证计
划”时表示，在工作经验少于 3 年的年轻申请
者中，约有 75%毕业于海外名校，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和英国等，“这一数字反映出香港对国
际人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5 月 6 日，新质企业家联合会在香港成立，
旨在集合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科技等领
域企业，发挥协同效应，共同推动香港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香港欣欣向荣
的发展和日益优化的环境，将不同背景的优质
人才汇聚于此；同时，各类人才在工作中不断
迸发创造力，令这片大有可为的沃土焕发生

机，又吸引更多人才慕名前来。
“未来，我们将重点面向东南亚和欧洲招揽

人才。”孙玉菡说，特区政府热切期待各行各业
的人才走进香港、走进中国内地，抓住机遇，
成就梦想。

一个舞台广阔的湾区

“香港这座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令我开拓了眼
界，找准了职业发展方向。”通过“输入内地人
才计划”来港发展的湖北女生李宛竹，目前是
恒基兆业地产集团资讯科技部的员工，主要参
与公司内部程序和网页开发工作。曾在不同外
企任职的她最欣赏香港的独特地位，“香港不仅
是国际人才枢纽，也是国家人才门户和大湾区
人才高地，这里有广阔的舞台让我大展身手。”

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促进人才互融互通，
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正在积极打
造全方位、全要素的人才生态。

年轻的建筑师凯勒·埃文斯是土生土长的英
国人。几年前，他因一个工程项目需要短暂来
到香港工作数月，期间还多次往返广州与合作
伙伴洽谈对接。良好的治安环境、便捷的跨境
交通以及丰富的餐饮文化，令凯勒对这座美丽
的东方之城心生向往，而香港所处的粤港澳大
湾区，也让他看到了新的机遇。

“我已经开始着手申请签证了，希望很快有好
消息！”目前身处英国的凯勒对即将到来的香港生
活满怀憧憬。他期望借助香港的独特优势，深入庞
大的内地市场，以自身所长成就一番事业。

“相信香港与大湾区各兄弟城市将继往开
来，完善大湾区人才引进、培养、流动等方面的战
略布局，加快建设大湾区人才高地，为国家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表示。 （本报香港5月19日电）

香港：积极作为 广纳贤才
本报记者 王 尧 陈 然

图
为
在
﹃
机
遇
汇
人
才
博
览
展
﹄
现
场
，
求
职
者
与
业
界

代
表
交
谈
。

陈

然
摄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长安镇近年来立足城郊优势，瞄准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需求，大力推进各类优质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图为
在该镇河满村千亩供港蔬菜基地，菜农正在对娃娃菜进行除草作业。

杨永伟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李昊
泽） 在近日于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的
第二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
幕式暨海峡两岸交流交往分享会
上，几位台胞走上舞台讲述自己在
大陆创业兴业历程。从第一家台商
独资企业在福州落地，到两岸青年
在更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一个个
关于奋斗、传承、创新的故事赢得
了现场热烈的掌声。

“40 年前，我也是一个青年，
在大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台湾
年轻人应该多来大陆看看！”走下

舞台，今年 70 岁的黄益建仍难掩
激动。

1984 年 ， 黄 益 建 到 北 京 探
亲，随后一路南下考察，最终选择
与台湾一海之隔的福州作为自己的

“筑梦之地”。1986年4月，经原对
外经济贸易部批准，一张编号“外
经贸资审字 〔1986〕 001 号”的外
资企业批准证书交到了黄益建手
中，以他为主筹办的闽台行有限
公司由此成为大陆首家台商独资
企业。

到大陆逐梦，是老一代台商们

共同的回忆，对福建翁财记食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而言，这样
的奋斗更是一种传承。

“从我祖父到福州建厂创业
算起，我已经是第三代传人了。”
上世纪 90 年代，翁英敏的祖父凭
借一款风味独特的黑瓜子在大陆
站稳了脚跟。十余年前，翁英敏
正式接班后，带领公司踏上转型
升级之路，产品从传统炒货向台
式卤味和常温预制菜领域进军，
销售方式也由传统线下销售走向
互联网。

“我们希望能成为台湾青年来
大陆发展的榜样，也很愿意为更多
台湾青年提供实现梦想的舞台。”
翁英敏说。

“要问为什么一个女生愿意在
村子扎根，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
得到了认同感、安全感、幸福感和
归属感。”一次参加海峡青年节美
丽乡村设计大赛的经历，让台北姑
娘曾芝颖下定决心投身福州乡村振
兴的事业。6年来，她带领团队用
现代设计思维助力乡村发展，为一
个个村庄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收获
了与当地人真挚的感情。

“现在，村村都有我的‘爷爷
奶奶’和视我为家人的村民朋友。
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邀请台湾的
年轻朋友们，来大陆体验生活，创
造更多生活方式，一起追梦、逐
梦、圆梦。”曾芝颖说。

“ 多 来 大 陆 看 看 ”
——在闽台胞向台湾青年发出邀约

近日，一场主题为“古
艺传承 布绣繁华”的手工
刺绣活动在福建省福清市
博物馆举行。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学习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绣
技 艺 ， 感 受 非 遗 独 特 魅
力。图为老师正在教授学
员广绣刺绣技艺。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会场内，世界知名大学的学
者交流灼见，探讨如何吸引和培
育人才；展位旁，求职者与业界
代表相谈甚欢，希望携手打开机
遇之门；电脑前，居于海外的专
业人士发起实时对话，向心仪企
业了解最新资讯……

“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日
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
引约4900人现场参与，网上直播
观看人次超过13万；期间，与高
峰会同步举行的“机遇汇人才博
览展”则有逾8600人次入场，数
字超出预期。这是本届特区政府
首个以人才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和
展览会。

积极谋划布局、主动“筑巢
引凤”，香港正敞开怀抱，广揽
五洲四海贤才。梦想起航，就在
此时此地。

本报澳门5月19日电（记者富
子梅） 外交部与澳门特区政府近日
在澳门共同举办“新成就、新机
遇、新作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周年对外法律事务研讨会”。

外交部部长助理苗得雨、澳门
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副秘书长
兼联合国法律顾问苏亚雷斯视频致
辞。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
特派员刘显法出席开幕式。

苗得雨表示，外交部始终严格
按基本法处理特区对外事务，积极
支持澳门对外交往合作，提升澳门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特区长
期繁荣稳定。办好特区对外法律事
务，既是国家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依法治澳的应有之义，
对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特
区长治久安意义重大。他强调，办
好澳门对外法律事务一是强基固
本，夯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
秩序；二是开拓创新，服务国家涉
外法治建设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发
挥特长，助力国家外交和全球治理。

苏亚雷斯表示，《中葡联合声
明》 是以国际法为基础、顺利实现
和平政治过渡的典范，生动展示了
国家间通过国际法等工具和平谈
判，为各种复杂且具有历史意义的
问题提出创新务实的解决方案。

张永春表示，澳门特区将牢牢

守住国家安全底线，推动澳门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用好澳门特
区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好服务国家
发展大局；积极开展多渠道对外交
流与合作，向外展示具有澳门特色
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林定国表示，香港和澳门将坚
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三法
域”制度优势，通过不同国际交流
活动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
才交流，为国家培养多元法律人
才。香港会继续与澳门同心协力，
优势互补，共同助力国家涉外法治
建设。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作题
为“抢抓澳门特区涉外法治建设新
机遇，助力‘一国两制’实践取得
新成就”的主旨报告。来自内地、
澳门和香港特区及有关国家、国际
组织的代表、专家学者围绕“‘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及其对国际法的贡
献”“澳门特区涉外法治成就与经
验”“澳门特区涉外法治建设新机遇
新作为”3个专题进行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
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中央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区联络办
公室，外交部驻香港、澳门特区特
派员公署，澳门特区及香港特区政
府部门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澳门
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约 370 人出
席研讨会。

庆 祝 澳 门 回 归 祖 国 25 周 年

对外法律事务研讨会在澳门举办

本报台北5月19日电（记者孙
天霖）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等岛内统派团体19日在台北举行集
会抗议，要求民进党当局废除“反
渗透法”，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一中”“废除‘反渗透法’”
“珍惜和平”“抗议‘绿色恐怖’”……
烈日下，参加集会的近百名各界人
士高声疾呼，要求民进党当局废除

“反渗透法”，停止制造“绿色恐
怖”，正视台湾社会呼唤两岸和平的
主流民意。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
会长周弘奇说，民进党当局制定对
大陆充满敌意的“反渗透法”，阻
碍两岸民间交流，在台湾民众中制
造“寒蝉效应”。他郑重呼吁民进
党当局废除“反渗透法”，确保两
岸和平。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

元发言指出，“反渗透法”实际是
“反两岸交流法”，损害台湾民众与
大陆同胞正常交往的权利。我们不
要让“绿色恐怖”危害台湾，两岸
走向和平统一才是台湾民众之福、
中华民族之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统一联
盟党主席戚嘉林说，民进党执政 8
年将两岸关系带到非常严峻的境
地，即将上任的台湾地区新领导人
应尽快废除“反渗透法”，正面回应
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恢复两岸交
流，确保两岸和平。

活动现场，参与者统一佩戴印
有绿色叉号图案的口罩，表达对民
进党当局推行“反渗透法”的不
满。青年代表郭耀中说，我们希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绿色恐
怖”。“只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
湾年轻人才有更多希望。”

本报香港5月19日电（记者陈
然） 第十六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
赛决赛暨颁奖典礼18日在香港拔萃
女书院举办。本届竞赛以“担当时代
重任 涵养世界情怀”为主题，吸引全
港263所中小学近7万人报名参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
颁奖典礼并致辞表示，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挥重要影响力，彰显大国之
风。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少年都能深入
了解国家国情、历史、文化，深刻认识
世界和国家发展大势，锤炼过硬本
领，在变局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
国家和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崔建春致辞表示，新一代香港青年
欣逢盛世、大有可为，面临的广阔
发展机遇来自三个“新”：国家新征
程、香港新阶段、外交新作为。他
勉励香港青年做爱国爱港的先锋

队，做香港由治及兴道路上的生力
军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排头兵，“期待
香港各界人士引导广大香港青年在
奋斗中建功立业，让青春的紫荆花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绚
丽绽放”！

“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
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
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
办，自2007年开办以来，已成为面向
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

经过激烈角逐，仁济医院王华
湘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沙
田培英中学和拔萃女书院获得银
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和赵聿
修纪念中学获得铜奖。来自拔萃女
书院的邓伯雯同学荣获“最佳台风
奖”。获奖学生表示，通过参加竞赛
进一步增强了国民身份认同感和民
族自豪感，立志发挥所学所长参与
国家建设和发展。

香港举办外交知识竞赛
助青少年深入了解国情

台湾统派团体集会

要求民进党当局废除“反渗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