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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措施将会让更多公司受惠于“科
技人才入境计划”的确定性和简化手续，
从而加快吸纳世界各地科技人才来港进行
研发工作，同时鼓励本地与非本地人才交
流，促进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5G 通讯、
数码娱乐、绿色科技、集成电路设计、物
联网、微电子，这些时下最具发展前景的
产业将为香港创科人才库再添新丁。

助力创科企业发展

人才是发展创科的关键，香港业界对
科技人才素有强烈需求。为配合香港创科
业界在延揽人才方面的需要，“科技人才入
境计划”于 2018 年 6 月应运而生。这一斥

资5亿港元的计划旨在通过快速处理入境安
排，为香港特区符合资格的科技公司 （机
构） 输入内地和海外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首年度配额为
1000 人，涵盖 700 多家在香港科技园及数
码港从事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网络安
全、数据分析、金融科技、材料科学、
机械人技术研发活动的租户和培育公司。

此外，“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大幅简化
申请科技人才入境的手续和时间，通过该
计划引进人才的申请一般仅需两星期即可
通过，聘用的技术人才最快4星期后就可以
开始在香港工作。与其他现有的人才引进
计划相比，政府处理“科技人才入境计
划”申请程序耗时缩短一半以上。

精准的定位和极高的审批效率，“科技
人才入境计划”的两大优势为不少科创企
业解了燃眉之急。一家以区块链技术开发
崭新建筑方案的初创公司创始人表示，公
司在招聘时很看重建筑专业背景，同时业
务又涉及新兴的区块链技术，获得优秀的
专业对口人才一直是公司发展道路上的主
要障碍。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的推出成功帮助
公司突破专业人才瓶颈，不到一个月便从
海外聘请到一位“极其稀有”的区块链专
业人才，他在电子、土木工程及计算机科
学方面的背景和资质为公司的科研及业务
发展带来突破性进展。

一年多来，香港创科局已批出 296 个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配额给近40家符合资
格的科技公司 （机构）。在已发出的入境签
证中，超过七成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高精
尖专才优才，为香港创新科技产业发展持
续注入活力。

培育本地科技人才

在加速外部人才落地的同时，“科技人
才入境计划”也为香港本地科技人才培育
发展提供了良机。

计划规定，获取配额的在港创科公司
每聘用3名非本地人士，便须增聘1名香港
本地的全职职员和2名实习生从事与科技相
关工作，以鼓励本地人才与高端科技人才
的交流，帮助香港年轻人提前走进创科企
业学习先进技术，感受创新氛围。

“压力肯定不小，但能够进入创科公司
实习，尤其是负责数据处理的机会非常宝
贵。”一名香港本地大学生感叹道，与团队
一起工作收获很多，现在自己更有信心在
毕业以后投身创科行业。

聘用他的是位于香港数码港的一家发

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的初创企业，在通过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获取多名非本地科技
人才后，公司按要求同时增聘了一名大学
实习生加入团队负责数据整理工作。

“香港学生在团队中表现非常出色，经
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公司负责人表示，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让我们与本地学生之
间有了更多交流和了解，未来肯定会给他
们更多机会，期望有更多香港学生加入我
们，投身新科技行业。

香港创科局局长杨伟雄表示，特区政
府通过“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中的相关
条款，鼓励更多创科企业敞开大门，透过
工作以“落地”体验及实践为主的方式，
培育创科时代所需要的跨学科、跨界别、
能灵活融合不同技能的本地人才，丰富
本地智力资本，为香港科创产业发展打
下基础。

多项措施协同推进

在“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外，特区政
府还推出了多项人才引进、培育措施及创
科平台，协同推进本地创科产业发展。

“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秀人才入
境计划”是香港人才引进的常规平台。在
2018年到 2019年间，仅“输入内地人才计
划”就为香港各行业贡献超过3万名优秀人
才，每年另有超过500名尖端人才通过“优

秀人才计划”到香港工作。
在人才培育方面，特区政府的“研究

员计划”在 2018 年资助了超过 700 名本地
学士及硕士研究生，涵盖了包括生物科
技、纳米科技及材料科学、先进制造等研
究范畴。另外，“博士专才库”自2018年8
月推出以来，已资助了700余名博士毕业生
的研究工作。随着两个计划的资助范围扩
大至全港所有进行科研的公司和机构，将
有更多创科研究人才因此受益。

为满足科技行业在职人士自我提升需
要，2018 年推出的“再工业化及科技培训
计划”提供超过311个公开课程，涵盖人工
智能、大数据、金融科技、物联网等不同
科技范畴，并已批出资助供逾 1700名在职
人士接受培训。

此外，备受瞩目的“InnoHK创新香港
研发平台”将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启动。平
台前两期建设专注于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
(AI)及机械人科技领域，已收到包括知名大
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 65 份申请书。目前，
平台第三期建设已在筹备之中，加之港深
创新及科技园的落成，预期能为香港创科
产业额外创造逾5万个新增职位。

杨伟雄说，特区政府会持续检视各项
吸引人才引进、培育措施的成效，适时优
化输入人才安排，以吸引更多优才和专才
赴港发展，带动本地人才培育，进一步丰
富香港的人才库。

在中国北方沙尘暴策源地之一的甘肃省民勤县，一条连通甘肃、青海、
内蒙古三省区的高速公路旁，有一片近400亩的梭梭林。这些用来守护交通
干线的“防沙卫士”，深在内陆，却连接远方的澳门。

“这里的树是澳门师生捐种的。对于饱受风沙之苦的民勤人来说，这份
心意太珍贵了。”这片梭梭的造林工程实施者姜国庆说。

姜国庆从事生态治理工作多年，对这片梭梭林一直格外挂心。回忆起当
初造林时，从种植间距到浇水量，他都想做得更细些、更好些。

不久前，民勤县再次接到来自澳门镜平学校、澳门培正中学师生的 12
万余元人民币捐助。至此，这场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已持续7年。

河西走廊东端的民勤，三面环沙，荒漠化面积曾达 90.34%。从地图上
看，民勤像插入沙漠的楔子，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拥抱”。

2013年，澳门镜平学校校长、时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的黎世祺受邀参加
了黄河边的一场治沙展览。展览中，黎世祺目睹了民勤人防沙治沙的艰难。
甘肃民勤，这个他过去并不熟悉的地方，面临的生态压力令他震惊。“身为
同胞，我不可能无动于衷。”黎世祺说。

返回澳门后，黎世祺向澳门镜平学校师生介绍了民勤县防沙治沙面临的
严峻挑战，并发起全校师生对民勤县防沙治沙工程的捐助。“虽然身在澳
门，但是师生们都愿意为祖国出一份力。”黎世祺说，学生们将春节时收到
的压岁钱省下一部分，捐助民勤治沙。

2014 年初，民勤县收到了第一笔捐助款，总额为 6.2 万元人民币。自
此，民勤有了来自千里之外的牵挂。2019年，澳门培正中学也加入了这场
生态助力。

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金发万介绍，从 2014年起，部分甘肃省政协
委员、澳门镜平中学及澳门培正中学师生累计捐助防沙治沙绿化资金40万
余元。民勤县利用此款在当地西线最大的风沙口老虎口等地完成压沙造林近
2600余亩。

如今，各方合力下，民勤县已在全县 408 公里的风沙线上建成了长达
300 多公里的防护林带，全县森林覆盖率也由 2010 年的 11.52%提高到 2019
年的17%以上。

“过两年，我想着带着同学们来这里看一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贡献为
环境带来多大的改变。”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说，这是国人间的关怀，
也是一场很好的环保教育。 （据新华社兰州电）

传统音乐是一把钥匙

“笛声划破峡谷，十几条小舟
都停止了划桨，时空似乎在那一
刻凝固了。”林谷芳说。“当时的
我已呆住，它把我所读的古老中
国一下点活了，唐宋流风、侠情
诗心，顿成眼前之事。”

他立即参加了学校的“国乐
社”，不过，没学吹笛，而是学起
了琵琶。尽管当时传统音乐在台
湾不流行，不容易找到好的老
师，海峡两岸又处于隔绝状态，
林谷芳还是找到从大陆翻版过来
的传统音乐和戏曲录音唱片来自
学，开启了他作为琵琶演奏家和
乐评人的职业生涯。

“传统音乐是我解读中华文化
的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音乐作
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直抵心
灵，传达的东西往往是语言不能
做到的。”他说。

林谷芳与中华文化的联结不
局限在音乐，从禅学、老庄、茶
道到书画，许多人认为在他身上可
以看到“传统智慧和传统文化作用
于当代生命的样本，也是传统生命
对应于当代社会的有效体现。”

中华文化在台没断过

过 去 30 年 ， 他 撰 写 文 化 评
论，出版书籍，宣讲中华文化，积
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始终坚持倡
导中华文化。2010年以来，他主持
的台北书院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
重要场所。“中华文化是我的生
命。”林谷芳说。他一头银发，日
常总是一身宽松的白色布衣，冬夏
一衲，洒然古风。

与中华文化的密切联结，他
认为有个人的特殊机缘，也受大
环境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台湾，非常崇尚中华传统，有助
于孵化这样的文化认同。”

他说，中华文化在台湾从没断
过，即使在日据时代，台湾人依然
拜“唐山”的祖先，过中国人的节
日；1949年后，台湾更是由闽粤文
化的一角融入更广阔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整个台
湾文化的根。故意要排斥自己的
传统和历史，整个文化就会变得浅
薄，缺乏厚度。在创造文化价值和
自我认同上缺乏坚实的基础，产生
价值的漂浮，这就是台湾社会现在
面对的大问题。”他说。

去大陆印证所学所想

两 岸 恢 复 交 流 后 ， 林 谷 芳
1988 年第一次到大陆，用 45 天跑
了11个省市。“我这个年纪的台湾
人，很多人曾经以为自己一辈子
都不可能到大陆，可是我们又从
小读的是中国书，在中国文化的
氛围里长大，所以一有机会，就
一定要去。”他说。“去大陆是印

证自己生命所学的真实与虚妄，
看看书里读、想象中的中国与现
实中国之间的异同。”正因为亲身
经历过两岸隔绝的状态，林谷芳
觉得两岸“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机遇非常难得，应该倍加珍惜。

至今林谷芳已往返两岸600多
次，未来仍然将继续频繁的两岸
交流。他目前在北京、上海、杭
州等地主持中国文化和禅学艺术
的讲座，也计划在宁波开设书院。

“中华文化虽然是大一统的文
化，但内部差异性也很丰富。从
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就更能体
察彼此的长短。从民族情感上，
从现实情况上看，两岸都是优势
互补的，能汲取彼此所长，对中
华文化而言，将是一个圆满的结
局。”他说。

上图：在台北书院的冬季茶会
上，林谷芳现场请一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演示京剧声腔 。 金立旺摄

香港创科人才库将再添新丁香港创科人才库将再添新丁
本报记者 金 晨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宣布“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优化措施，
将输入人才的科技范畴由原先的7个增至13个，计划适用范围扩至全香港所
有进行有关科技范畴研发活动的公司。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宣布“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优化措施，
将输入人才的科技范畴由原先的7个增至13个，计划适用范围扩至全香港所
有进行有关科技范畴研发活动的公司。

香港数码港内的多家创科企业借助“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带来的智慧资本实
现突破性发展。图为香港数码港。 （网络图片）

香港科技园定期组织研习活动，让学生走进科技企业了解改变世界的创新发
明，激发创新灵感。图为香港学生正在园内研究制作DNA模型。 （网络图片）

“中华文化是我的生命”
——访台湾文化学人林谷芳

傅双琪 吴济海 金立旺

今年 70岁的林
谷芳依然清晰地记
得 15 岁 时 被 传 统
音 乐 深 深 触 动 的
瞬间：

当时读高一的
他和同学去郊游，
坐船穿过峭壁间的
溪谷，同行的人在
船头临风吹了一支
笛曲《江干夜笛》。

澳门师生助力甘肃治沙“添绿”
王 博 何 问 马希平

据新华社重庆电（陈青冰、赵宇飞）“只要细心观察生活，小朋友们也能
搞发明创造。”一堂生动的发明课上，重庆邓鸿吉创意发明学院院长邓鸿吉说。
近日，重庆市云阳县泥溪小学20名学生在邓鸿吉创意发明学院培训学习。地处
大山深处的云阳县泥溪镇距重庆市主城区约360公里，是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来自台湾彰化的邓鸿吉拥有400多项发明专利，不少人称他为台湾“发
明大王”。两年前，邓鸿吉到重庆创办创意发明基地，希望与更多人分享发
明经验。课堂上，培训教师介绍了大量发明案例，如神奇衣架、可开灯拖
鞋、自动回收易拉罐的垃圾桶等。学生们很受启发。

“我想通过培训让孩子明白，发明离自己并不遥远。”邓鸿吉说，孩子们
的视角很独特，总能发现很多成年人想不到的东西。今年5月，邓鸿吉在云
阳县举办了4场发明讲座，从不同角度启迪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并促成此次
20名泥溪小学生来接受免费培训。“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拓展他们的视野，
也有助于当地脱贫。”邓鸿吉说。

数据显示，重庆邓鸿吉创意发明学院成立两年多来，已培训学生约
3900人，其中贫困学生约500人，带领重庆市科技作品参加多个发明展，并
取得优异成绩。

重庆市台办副主任刘建南说，邓鸿吉用发明帮扶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实
实在在体现出“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台湾“发明大王”激发山区孩子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