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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创造机会

据记者了解，广州、深圳、江门等
大湾区内地城市，最近都相继出台针对
港澳青年的揽才计划。深圳市前海管理
局 1 月份发布“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
划”，首次发动 19 家企业，面向港澳青
年提供 141 个招聘岗位，包括多家大型
知名企业提供的算法研发工程师、大数
据平台开发工程师、动画设计师、新媒
体推广专员等。

前海管理局表示，区域内目前人才
紧缺的职业包括风险核保师、智能工业
设计专才、企业数字化管理师、供应链
管理专才、跨境业务争议解决律师等，
希望有志港澳青年踊跃加入。“招聘计
划”之后将形成常态化制度，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按每月每次不少于 100 个岗
位来发布招聘港澳青年计划，以此为推
动粤港澳青年广泛交往、助力港澳青年
融入大湾区创造机会。

广州天河区瞄准大湾区游戏产业领
域，希望打造培育一批实力雄厚、技术
先进、专业性强的游戏企业，现也在斥
资吸引优秀的港澳创意人才和原创游戏
团队扎根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系
列奖励政策，包括对营收超亿元的新落
户游戏企业，将分3年给予最高1.5亿元
奖励等。

江门市上月开展“展翅计划”港澳
台大学生实习专项行动，帮助港澳台大
学生寒假期间在江门实习，更好融入大
湾区发展。参与活动的港澳台学生有21

位，目前均已到岗实习。“接下来，我
们将围绕大湾区建设的要求，找准切入
点，动员各方力量，吸引更多的青年人
才到江门就业创业。”江门团市委负责
人说。

珠海、惠州、肇庆等地也纷纷出台
措施，开展项目，积极推进与港澳各方面
交流，为港澳青年搭建创业交流、合作、
协同创新的平台。

找准位置

记者翻阅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数据
发现，截至 1月 30日，特区政府推出的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有超
过150家企业申请，接获386个一般职位
和 238 个创科职位，并且提出申请参加
计划的企业还在增加。从算法工程师、
资讯科技顾问到行政管理、幼儿教师
等，岗位所涉领域广泛，选择性强。“企
业反响非常热烈，提供的岗位都颇具吸
引力。通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互联互通，
可带动香港的就业市场。”香港特区政府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
构思，源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为2020年施政报告作咨询时的发现，许
多在香港和内地都有业务的企业，在内
地城市特别是深圳的业务不断扩张，需
要全国各地招聘。但在一河之隔的香
港，具备资格和有能力的青年有点却
步。“不少香港青年对今年香港就业市
场不太乐观，担心疫情下不容易找到心
仪工作。他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从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寻找新机遇。”
罗致光这样建议。他认为，如何搭上大
湾区发展的高速列车，找到一个合适的
位置，是香港年轻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建宗同样鼓励青年勇于探索，把
握新的发展机遇。他在前述会议上讲
道：“我明白现在的‘后生仔女’未必
满足于‘打足一世工’，很多人有不同
兴趣、掌握多种技能。有人想创业做老
板，有人想做视频博主，有人想闯荡世
界，服务香港以外的市场。无论走哪一
条路，都要做好准备。”他认为，大湾
区 提 供 的 “ 大 把 选 择 ” 和 “ 大 把 商
机”，是相当好的舞台和平台。

放长眼光

香港青年民建联日前出炉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香港 18 岁至 35 岁青年群
体中，76%知晓特区政府推出的“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77.9%表示会
考虑及积极考虑参与，近 70%认为 1.8
万港元至 2.6 万港元的薪酬颇具吸引
力。但是，有 74%的受访者认为目前

2000 个补贴名额并不足够，80.7%认为
计划目前以补贴创科及金融为主不太足
够，67.3%表示计划目前只针对大学毕
业生不太足够。

香港青年民建联建议，特区政府
可考虑进一步放宽青年申请资格、增
加更多不同专业的职位及推行大学生
培训资助计划等，亦可考虑建立“一
站式”服务中心，以整合各地相关资
讯，包括税务、法律法规等，提供全
方位的支援及咨询服务，加深香港青
年对国情的了解。

成功的人看机会，失败的人看困
境。“青年在考虑时，要看眼光放远。
香港与内地融合，是大势所趋。到内地
工作，可能待遇环境等一时未必赶得上
香港，但得到的经验及人脉等都是非常
珍贵的，对未来或会有更大帮助。”香
港青年民建联主席施永泰说。

张建宗也多次鼓励香港青年积极参
与“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及“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好好利用
大湾区平台发展自己的事业，为香港、
大湾区以至国家作出贡献。

港澳青年：到大湾区书写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大湾区内地城市竞相招揽港澳青年人才，助力港澳青年融入和建设大湾区。
资料图片

“只要香港青年愿意抱着开放、积极的态度，走出自己的
舒适区，投入大湾区工作和生活，勇于拼搏，可以说是机遇处
处，大有可为。”不久前，在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一次政策专
题会议上，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这样对香港青年说。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1月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
划”，鼓励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及发展事业。随后，相
关城市也相继出台人才招揽计划，重金吸引有志港澳青年加入，
共同建设大湾区，在相应领域展翅翱翔。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两岸
同胞共组家庭的新增婚姻登记每
年大约为六七千对。但据台湾方
面统计，去年台湾新登记的大陆

（含港澳） 配偶 3203 人，较 2019
年减少61.5%。

两岸婚姻数量大幅减少，是
很不正常的一种情况。造成这种
情况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
有民进党当局的人为阻碍。

不信且看：
疫情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

借疫情防控大搞政治操弄，从去
年2月份起就单方面宣布禁止大陆
居民赴台，大幅取消两岸直航航
点，严重破坏两岸正常人员往
来。这种做法使许多两岸新人无
法在台湾进行婚姻登记，直接导
致去年两岸新增婚姻数量的减
少。相比之下，大陆的大门一直
对台胞敞开，只要遵照防疫要
求，台胞可以在大陆安心经商、

生活、旅行，包括办理婚姻登记。
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分子更多

的恶劣操作让许多两岸家庭骨肉
分离，伤透了两岸同胞尤其是相
关家庭的心，也让更多人对于究
竟要不要跨越海峡结连理产生了
怀疑、多了些悲观。

去年春节期间，两岸夫妻和
“小明”（指大陆配偶所生的非台
湾籍子女） 纷纷回到大陆探亲。
疫情之下，民进党当局突然宣布
禁止大陆籍人士入境。自此，母
子分离、家庭分隔的悲剧在和平
年代不断上演。有两岸家庭从大
陆返台，结果到了机场母亲可以
被准许入境，“小明”却不行。一
家人等了一天一夜，无奈全部飞
回大陆老家。

因为不能返台，“小明”有的只
能留在陌生的环境里，每天在视频
连线中哭喊着“想爸爸，想妈妈”；
有的一学期不能回台湾的学校读

书，落下了功课、错过升学考试的
机会；有的家中长辈身患重病，却
没有机会见到亲人最后一面。这些
让人痛心的故事数不胜数。

然而，民进党当局及绿营分
子并没有表达一丝的悲悯和怜
意，有的只是冷血和残酷。面对
记者提问为什么“小明”不能返
台和父母团聚，台当局指挥疫情
防控的负责人冷冰冰地说，既然
选择了户籍，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绿营分子们在电视镜头前、在网络
上不断叫嚣，“谁让你们回来的，滚
回去！”更有绿营民意代表借机提
出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健
保制度，要求未来严格限制陆配及
亲属取得台湾居留权与健保权益。

事实上，两岸婚姻家庭的权
益在台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
障，大陆配偶被不公平对待的现
状由来已久，民进党执政期间更
为严重。根据台湾有关规定，大

陆配偶想要获得在台合法身份，
手续极其严苛冗长。过程繁复的
面谈制度、比其他境外配偶取得
合法身份更长的周期、绝大多数
不被台湾认可的大陆高校学历，
都让大陆配偶在岛内遭遇方方面
面的歧视性待遇。

两岸婚姻家庭本是两岸融合
发展的美好成果，也是“两岸一
家亲”的生动体现。作为台湾同
胞的家庭成员，大陆配偶为台湾
社会贡献良多，理应受到公平公
正的对待。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
两岸主流民意，让两岸民众能够
正常交流往来，让大陆配偶及

“小明”享受平等权益，不要做有
违人道、损害两岸婚姻家庭幸福
的事情。

破坏两岸婚姻家庭，民进党良心何安！
柴逸扉

在江苏省苏州市生活工作的 10多万名台商
台胞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倡议，留在苏州过大年。

右图：台胞们在拍摄留在苏州过年的视频。
下图：台胞陈晓文和女儿学做苏州灯彩。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香港2月2日电（记者周文其） 香港特区政
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2日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警
方已拘捕 97 名涉嫌违法人员。他们分别涉嫌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等罪，其中8人已被检控。

当日，邓炳强先后出席特区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
会视频会议和警方记者会，介绍了 2020年香港治安情
况。他表示，在 2020年，随着警方严正执法、法庭对
有关案件做出有阻吓力的判决和香港国安法实施，与

“修例风波”有关的罪行减少，治安情况趋于平稳，社
会秩序恢复稳定。不过，警方不会掉以轻心，会加强
情报工作，尽早发现和调查违法行为。

邓炳强介绍，去年香港录得63232宗罪案，较2019
年增加 6.8%。但下半年的罪案数低于上半年，显示出
香港治安情况逐渐恢复平稳。全年罪案数上升主要是
因为诈骗案增加 7000多宗，勒索、刑恐等案件的数量
也有所上升。

他说，“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及违法情况在去年
有所减少，纵火、刑事毁坏、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案
比 2019 年减少了 25%。截至去年底，警方在“修例风
波”中总共拘捕约 1.02万人，其中超过 2400人已被检
控。在已完成司法程序的约940人中，有超过80%的人
需要承担法律后果。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近来大力发展规模化大
棚蔬菜产业，确保市场四季有蔬菜供应，既满足
了市民“菜篮子”，又鼓了农民“钱袋子”。图为
该县台湾农民创业园有机生态蔬菜种植基地内，
农民正忙着培育幼苗。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共拘捕97名涉嫌违法人员

据中新社北京电（刘大炜） 台湾
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 2月 1日公布
的最新统计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台湾大多数旅行社每个月给员工
放无薪假的时间达 15 天甚至更长。
此外，全台游览车数量从 1.6万辆进
一步缩减至1.43万辆。

对此，台湾观光救援服务协会理
事长许高庆 1 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表
示，疫情影响下境外游客无法赴台，
境内游市场也趋于饱和，台湾多数旅

行社难以为继。
受桃园医院群聚感染事件影响，今

年春节期间的台湾灯会、庙会等大型活
动均停办。许高庆介绍，旅行业界本希
望借灯会商机增加营收、降低经营压
力，这一期待落空让业者雪上加霜。

《中国时报》1日报道了台当局财
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近 4 年
来，台湾大客车减少 3000 多辆，是使
用牌照税各类车辆中唯一出现衰退
的车型，其中大多数车辆为游览车。

据中新社台北电 2025 年台湾预估将进入超高龄
社会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一项最新调查指
出，七成40岁以上民众已开始规划退休金，并希望至
少存够 1298 万元 （新台币，下同），才能在 64.8 岁退
休，显示台湾“中年一族”普遍对退休生活花费感到
忧虑。

这项调查是台湾高龄化政策暨产业发展协会与
56789年龄实验室今年1月针对全台17县市、年满40岁
民众进行的“台湾退休经济安顿感大调查”。调查显
示，台湾民众平均退休年龄为 61.7 岁，远低于日本的
70 岁、美国 66.9 岁、加拿大 64.8 岁、英国 64.5 岁等。
此外，接受调查的民众无论是否退休，每月预估的花
费大约都在3.3万元，但尚未退休者对于退休后生活花
费担心指数为6.2分，远高于已经退休者的4.3分。

56789年龄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此次调查
对象最高年龄70岁，其中已退休族群的退休年龄平均
57岁，他们认为只要967万元就能度过24.4年，达到台
湾民众的平均寿命81岁，未退休族群则认为65岁前没
有1300万元“不敢退”。这显示台湾人对退休安顿有危
机感。

调查还显示，42.9%的民众以定存作为退休金规划
方式。两位理财名人提醒台湾民众，不要低估长寿风
险、不要高估财务智商，切忌负债退休。

台湾:

七成中年人担忧退休金不够

台湾旅行社难以为继 游览车再减1700辆

第
三
届
榕
台
大
学
生
闽
都
文
化
体
验
营
活
动

近
日
在
福
建
福
州
、
台
湾
台
南
两
地
同
步
举
行
。

图
为
在
福
州
会
场
的
传
统
茶
艺
表
演
。

中
新
社
记
者

张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