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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重要 A2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抓住大灣區機遇」 「年輕人要
嘗試去發展」 「創新拚搏才有進
步空間」 ……在五四青年節到來
之際，北上創業的港青澳青們紛
紛以過來者的身份向更多同
齡人發出寄語。他們表示，
多到內地走走看看可更好了
解國家政策，在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
建設大灣區的過程中，
不但能逐夢創業，亦可
成就精彩人生。

李德豪：
搭乘數字化快車成就夢想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賴小青 通訊員李
祥：葉偉倫出生於香港，在香港讀完中學後赴加拿
大獲得MBA學位。2002年隨父親前往廣州，從一名

推銷體育用品的業務員幹起。經過近 20 年的摸爬滾
打，葉偉倫將父親創辦的公司建立自主品牌並發揚到

全世界，把生意拓展到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近
年，葉偉倫敏銳抓住線上平台的新動向，眾多產品在天

貓、京東等平台上爆紅，企業業績穩健增長，距離 「中國第
一家全球化IP夢工廠」的夢想已經越來越近。

令葉偉倫印象至深的是2003年的廣交會。 「當時，大部分工
廠還是以代工貼牌為主，但我想創立自己的品牌，然後將自有
品牌價值傳遞到全世界。」葉偉倫說，他向父親借了30萬元啟動
資金，第一次開始按自己的想法在廣交會上接訂單。

經過 6 個多月與海外客戶的溝
通，葉偉倫終於獲得一筆2萬美
元的訂單，這讓葉偉倫對自創
品牌的發展模式更有信心。幾
年 後 ， 營 業 額 開始大幅攀
升，2009年，父親將自己創
辦的廣東麥斯卡體育股份有
限公司交由葉偉倫打理，
2012年，葉偉倫出任公司
董事總經理，全盤負責
公司的管理和運營工
作。

雖然葉偉倫較早創
立自己的品牌，但
隨着珠三角工廠紛
紛由代工向品牌
轉型，行業競爭

變得異常激烈。經過廣泛考察與戰略思考，葉
偉倫最終決定選擇IP產業跨界之路。

2005 年，得知迪士尼剛剛在中國開設總部
後，葉偉倫立即聯繫上迪士尼中國總部，最終
簽訂了迪士尼公司的IP授權。隨後，他又簽下
法拉利全球授權聯名品牌項目，並將中國本土
特色的專業研發技術融入產品，創造多項擁有
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的產品。

葉偉倫注重互聯網創新，構建了 「IP體驗+
電商+直播+外貿結合一體」的發展模式，不斷
增強自有品牌在全球網絡市場的影響力。並基
於此，逐步將企業願景升級為：打造粵港澳地
區 「中國第一家全球化IP夢工廠」。

直播電商時代開始露頭後，葉偉倫又搭建了多
個獨立直播間，對應不同的主推產品線開始直播
營銷。2020年疫情期間，在直播帶貨上取得增長
超過90%的驚人業績，令同行羨慕不已。

在商界風生水起的葉偉倫也得到社會的高度認
可：2017年，當選廣州花都區政協港澳委員；
2018年，擔任香港花都鄉親聯合會副會長；2020
年，成為花都區在花港人聯誼會副會長。

葉偉倫說，這些殊榮讓他對服務社會更加不
敢有絲毫怠慢。這些年，他引薦了許多香港的
親朋學友來廣州創新創業，時常向他們推介粵
港澳大灣區的商機與前景，鼓勵還在香港或海
外的青年朋友在參與建設大灣區的同時，也可
實現自己的夢想，為國家發展出力。

葉偉倫告訴記者，他下一步的心愿是將企業打
造成為集聚眾多夢想的創業平台的上市公司，將
跟隨自己多年的老員工升級為事業合夥人。

葉偉倫：
打造灣區全球化IP夢工廠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
報道：作為華南地區規模龐大

的在線教育機構之一，阿卡索發
根於香港，成長在深圳，纍計服

務客戶超 4 千萬。深圳市阿卡索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兼 CEO、港

青王志彬認為，深圳創業環境非常
好，半小時生活圈吸引了眾多香港專

才。然而受疫情影響，深港遲遲未恢復
通關，讓求賢若渴的王志彬很着急。
王志彬建議，深港兩地可溝通組織，讓

有招人需求的企業和有意向到內地發展的香
港專業人士，在隔離期間進行溝通對
接， 「如果等到全部清零再過來就太慢
了」。

王志彬出生在內地，6 歲移民香
港，在英國讀高中和大學。大數據專
業畢業後，王志彬在英國從事過對
沖基金行業，7年時間管理資產約
200億元人民幣。隨着中國加速擁
抱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各式培訓
機構應運而生。2011 年，王志
彬加入教育培訓行業，在香港
和深圳同步創立了阿卡索。

經過數年的嘗試調整，
2015 年至 2016 年，王志彬
將阿卡索的發展方向明確
為在線英語外教，主攻大
眾市場。王志彬說，以

前外教價格很貴，阿卡索集合了眾多志同道合
的夥伴， 「將價格壓到20多元一堂課，讓大家
可以天天講」。

而今，阿卡索全球員工有16000人，深圳
總部有4000多人，業務遍布上海、武漢、紐
約、倫敦、香港。 「深圳總部還要再招2000
人」，王志彬透露，阿卡索第二個十年的目
標，是讓每一個中國學生都能在線留學，第
三個十年的目標是進軍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等海外市場。

創業十年來，阿卡索一直堅守深圳。王志
彬說，選擇深圳，是因為毗鄰香港，語言飲
食文化方面都和香港很相似，加上深港半小
時生活圈，香港專業人士過來非常方便。王
志彬尤為欣賞深圳政府的創新能力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 「大家想的是解決方案，不停地
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王志彬說。

「我現在最期待的就是，香港人控股的企
業在合規情況下，可以在內地市場上市。」
王志彬說，阿卡索深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
自2016年以來已獲得10次融資。

對於想到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王志彬
有話說， 「你不要先聽別人怎麼說，可以先
去走走看看，何不給自己多一個選擇呢。」
王志彬建議，最好可以與已在內地創業的先
行者或者企業多交流， 「如果前期你不是很
適應，可以找一些香港的朋友，或者香港人
開的公司交流，能幫助你更快融入到這個生
活圈裏」。

王志彬：
讓每個學生都能在線留學

【香港商
報訊】記者
徐艷瓊、伍
敬斌報道：
雖然家境優
渥，澳門女

孩王雯嵐的創業之路卻絕非坦途，憑藉着為夢想
奮鬥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付出，王雯嵐正努力活
成 「自己想要的樣子」。

在海外留學期間，王雯嵐獲得了英國諾森比亞
大學服裝設計、美術專業學士和碩士學位，以及
英國桑德蘭大學投資管理碩士學位。畢業之後，
她在香港中銀國際部工作了兩年。

開一間服裝公司，將自己和別人都打扮得美美
的，是王雯嵐自小以來的夢想。王雯嵐於2017年
創辦了深圳市雅嵐服飾投資有限公司，並開始打
造個人高端定製品牌Angel.W Couture，開始了人
生的逐夢之旅。

創業伊始，人手很少，從畫設計稿到跑客戶，
從幫客戶選材再到跑面料市場，以及收集各種信
息，甚至是打包、發快遞，王雯嵐都親力親為。
堅持幾年下來，王雯嵐的公司在行業內終於站穩
了腳跟。在王雯嵐看來，中華民族的傳統服飾文
化博大精深，擁有很多原創因素，可在世界舞台
上形成獨一無二的 「中國風」。

服裝公司步入正軌之後，王雯嵐又開始了其他
領域的嘗試。一次偶然的機會，她與母親認識了
日本木田屋商店株式會社社長木田先生，並參觀了
他們經營的人工光型植物工廠。經過多次考察和協
商，王雯嵐與母親最終決定與日本木田屋商店株式
會社成立合資公司，並將工廠選址廣東河源。

王雯嵐說： 「我們在當地選聘了很多30到40歲
的待業婦女進行培訓，幫助她們重返職
場，促進當地就業之餘，也改善了這些
女性的生活，成為一個很有意義的扶貧

項目。」
2020年9月，善霖植物工廠正式投產，現在日產

量約3000斤，產品通過了相關農產品檢測機構的
指標檢測，達到供港水準。

創業的同時，王雯嵐也積極投身於社會公益事
業。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
初，內地防疫物資奇缺，王雯嵐與朋友們通力
合作，第一時間包機從海外採購了一批防疫
物資捐贈給武漢的一家兒童醫院。她說：
「這應該是我 2020 年做的最驕傲的事

了。」
對於澳門青年，王雯嵐希望他們能夠

多到內地走走，更多更好地了解國
家的發展形勢和發展政策。 「我在
國外留學生活多年，真真切切感受
到了國家的強大。目前國家對港澳
青年到內地求學、創業等都有一些
補貼和扶持政策，我希望越來越
多的澳門青年能到內地求學、工

作，抓住大灣區機遇，
獲得更好的人生發
展。」

王雯嵐：
不斷奮鬥活成想要的樣子

【香港商報訊】
記者林麗青報道：

2019年， 「80後」港
青馮少偉放棄香港的

工作，在深圳坪山金龜
村經營一家餐館。 「一

開始以為會很陌生，但之
後感覺好很多，政府很多

部門都會幫忙。」在馮少偉
看來，這種感覺就像菜館的

名字，有 「家的味道」。馮少
偉說，創業講求天時地利與人和，坪山適合年輕人去開創新的
事業，香港人去創業完全不用擔心。

「此前我媽媽把餐館租給別人經營，2018年時他們經營不好
就搬走了。」2019 年 2 月，正在香港工作的馮少偉接手該餐
館，4月正式對外營業。 「剛起步時比較艱難，為了彌補虧損，
我只能一邊顧着這裏的生意，一邊在香港工作。每天早上5點
去街市買菜，6點鐘駕車返香港上班，夜晚再返到餐廳打理。」
馮少偉說，當時真的很累，不過，馮少偉始終覺得，年輕人無
所謂，要嘗試去發展。

馮少偉說，餐館的圍欄、鞦韆、茶台、搖籃，都是自己一點
點設計和改造的，目的就是想營造一種舒適的家的感覺。

說到餐廳的名字 「家的味道」，馮少偉笑稱，這裏邊有自家
兒子的貢獻。兒子一句 「家的味道，把愛帶回家」讓我有所觸
動。馮少偉說， 「我將我仔的話印在了餐飲包裝袋上，很多人
看了都說很有趣。」

馮少偉年少時移居香港，在港讀書工作。因在香港從事過物
業管理，港式管理經驗讓他在經營餐廳時更加自如。比如食材
貴精，所有食材均是他親自挑選，以求給客人最好的體驗；用
心待人，給員工過生日，給員工帶薪假期，讓員工用心做事。

「很多人問我，放棄香港的工作到深圳創業，值不值得？」馮
少偉說，很早前就有創業的心思， 「我比較喜歡創新、拚搏，這
種動力，讓我有一種進步的空間」。

在深圳創業兩年來，馮少偉感觸頗多。 「政府和街道的幫助很
大，例如碰到法律問題，涉及環保、消防方面的問題，政府部門
都會主動詢問並給予幫助，讓我感到很親切。」馮少偉說，坪山
有個專門負責港澳台青年創業的政府部門，進行點對點幫助，
「我還是想在這邊發展」。
內地生活的各種便利，也讓馮少偉感受到了家的溫暖。 「近

年來，港澳居民居住證給我們的福利基本上和內地居民看齊，
又可以買社保，還能在內地讀書，相信未來還會繼續完善。」

馮少偉說，坪山適合年輕人創業，香港人過來創業完全不用
擔心， 「我自己就是從零開始做起，當然也要不恥下問，不要
怕失敗」。

馮少偉：
創新拚搏提供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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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李穎報
道：廣東數字科學研究院執行院
長、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
豪，是199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電
子工程專業的博士，他於2013年
開始北上發展，2014年在佛山獲
得 300 萬元人才資金，創業足跡
遍及深圳、廣州、佛山和江門等
大灣區城市。作為一名北上創業
的 「老司機」，李德豪認為，香
港青年想要北上開拓創新科技，
除了深圳等一線城市，粵港澳大
灣區內的二三線城市也有很好的
發展機遇。而搭乘國家發展5G和
數字化經濟的快車，可最快獲得
這些紅利並成功發展個人事業，
為大灣區發光發熱。

睇好5G時代的數字化經濟，李
德豪新近加盟了廣東省數字產業
研究院並擔任執行院長。談到成
立廣東省數字產業研究院的初
衷，李德豪表示，該研究院的創
立人王啟航老師，長年為深圳人
才和雙創服務，他發現數字經濟
特別是由5G帶動下的產業空間，
遠遠超越我們今天的想像。因
此，在王啟航的倡議和一批科技
界專家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這個
研究院，希望可加快推動在大灣
區數字產業的龍頭地位。

在李德豪看來，發展數字科技
最重要的還是打破數字孤島。能
否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和更強大的
智 慧 ， 就 要 突 破 「聚 、 通 、
用」，讓孤島連結，成為大海，
中國數字經濟才可無限加速。
「通」即李德豪倡議的數據隱形

交易中心，但在這方面仍有很大

的障礙。
李德豪指出，除了技術問題

可以 「隱形」，在推出交易初
期，核心的 「產權」問題要由法
律去解決，他主張大灣區要先行
先試推出數據交易生態發展規範。
正是在這一定位下，澳門進入李德
豪創業團隊的視野。在他看來，建立
能簡單小型推進的隱形數據交易，澳
門是最適合的，對此他亦與相關單位研
究過，目前正在合作推進中。

談及中國數字產業的未來，李德豪認為
人才的培育最為關鍵。開源能夠成
為國家教育的核心，參與開源發展
的生態越多，就意味着掌握的前
沿 技 術 越 強 ， 加 上 應 用 能 力
（5G 創新 AIOT）和實踐機會
（戶外實驗室），讓新一代青
少年突破傳統框架，以智慧
城市應用為目標進行創新，
來代替今天的因循教育，
這同樣是產業向前推進的
重要一環。

在李德豪的構想中，
有了人才培育，加
上 創 新 的 實 驗 平
台 ， 打 通 數 據 孤
島，建立數據科研
空間，整個數據產
業就立體化了，
繼而形成由神經末
端、邊沿計算、數
據整合、加工、數
據 分 析 、 人 工 智
能、數據模型、雲
計算、數字孿生等
數之不盡的產業板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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