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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沅彤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受益者，如今，也通過自
己的工作，為港澳青年參與灣區發展，貢獻着力量。

在她進入中山大學法學院第三年，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出台，公布一系列支持粵港澳發展、融合
的戰略舉措。在她看來，包括後續一系列落地細
則出台，給了港澳青年巨大的發展空間。

去年6月，她從中山大學畢業，恰逢特區
政府「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實施首年，
經過自己的努力，她成功成為該計劃的
首批入職員工，現是香港「一國兩
制」青年論壇外派廣州助理研究
員，同時兼任論壇旗下內地港
澳青年學生之家項目副經
理。

「從 2017 年到現
在，我是親眼見證
了大灣區的巨大
變化，特別是
對於港澳居

民的各項支持政策的出台。比如，我剛到廣州時，購買火車票手續
繁瑣、等候時間長，而現在，我們可以和內地朋友一樣，刷回鄉證
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證就可以便捷乘車。」陳沅彤說。
陳沅彤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他們就一些項目和

課題開展調研，比如香港居民在珠三角地區的民生問題、青年發展
問題等，為兩地政府決策提供依據；另一方面，為有意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學習、就業的青年，免費提供資訊、指導和培訓服務。

為港人梳理珠三角支持政策
「比如，對於就業創業者，珠三角地區各地有種類繁多以
及差異性的支持政策，港人未必接觸到，我們會幫助梳
理。又如，現在香港正在舉行DSE考試，我們會為學
子們提供到內地升學的具體指引，舉行分享會，對
於個案，我們也能夠做到有求必應。」
當前，陳沅彤正在主導開展「首屆大灣區十
大傑出港生評選」活動。
邀請評委、組織學生報名、遴選優秀
代表等，有挑戰性的工作令她受益匪
淺，項目成功推進又讓她頗有成就
感。
工作10個月以來，陳沅彤
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抗壓能
力和工作能力得到很大
提升，更堅定未來繼
續在大灣區發展。

北上尋夢展拳腳 風華正茂不留白
香港文匯報專訪4名灣區內地城市「90後」港青

香小婷是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女
孩，過去8年在內地的經歷改變了她的

人生路。她2014年北上在暨南大學讀書，
進入暨南大學廣告系後，在學好專業知識的同

時，她經常參加各種交流活動，並在大四加入了
一個由同學組建的廣告設計工作室。包括學校在

內，各方給了年輕人釋放能量的舞台和寬鬆的環境。
還是學生時，她作為總統籌，承辦廣東大學生廣告節。

活動一年比一年成功，如今正升級為粵港澳大灣區（廣州）
大學生廣告節。

餐廳登廣州必吃榜
「香港學生思維比較跳脫，創意點子多，而內地同齡人思維更具邏

輯性、系統性，和他們在一起，創意想法很快能夠形成文字和方案。」
香小婷說。
正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因為看到很多同齡人和她一樣喜歡韓式料

理，他們決定進軍餐飲行業，在廣州天河商圈六運小區租下一間小商舖
開店，打造以雞蛋為主題的料理品牌EGGY。
迎合年輕人消費習慣和口味的產品、合理的選址，以及創意十足的店面

設計，這家藏身鬧市的餐廳贏得市場，不到2年，成為「大眾點評」廣州
必吃榜。如今，他們又在長沙開設分店，同樣成為當地的「網紅」店。
香港讀書期間的義工經歷，讓香小婷接觸了不少聽障人士，面對他們常

有無力感，因此，她心中一直藏着
科技夢。
2021年，香小婷成立廣州完人科技有限
公司，致力推出普惠型智能助聽器，打破行
業被國外產品壟斷的局面。創業夥伴中，有一級
聽障人士（最嚴重級別），也有多年從事耳機研發
的專家型人才。

研產出平價助聽器
「目前市場上的助聽設備行業有多個痛點，比如價格動輒
數萬元（人民幣，下同），而原本就是弱勢群體的他們很難承受
得起；外觀設計不夠人性化，戴上設備後在人群中的辨識度高；設
備存在混音頑疾，多人場合中聲音的分辨和吸收效果差。」香小婷
說。香小婷團隊研發的產品，很好地解決了上述三個問題，比如，價格可
以低至5,000元以下。
目前，他們已經與珠三角的廠家達成合作，解決了產品和供應鏈問題。在
完成客戶反饋調研後，將很快推向市場。
為了創業，作為文科生的她甚至去學習物理、聲學知識，也正在衝刺
國家級認證考試。

五一假期首日，由於廣州突發疫情，暨南
大學力學與建築工程學院土木水利專業碩士
二年級學生謝彬華留在了學校，但並沒有閒
着。上午，一場創新創業分享會在廣州南沙
舉行，他通過線上全程收看。下午，他又來
到學院仿真實驗室，繼續完成一個關於地鐵
抗震的研究課題。
翻開謝彬華的履歷，各種國家級、省級、
校級獎學金、證書可以寫滿兩張A4紙。

看好基建行業前景
謝彬華生於1997年，這一年香港回歸祖
國。如今在廣州求學，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
火如荼。「我是一個比較有規劃性的人，比
如，在考入大學之前，我覺得不管是內地還
是香港，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在未來會有快速
上升期，相關人才需求會增加。再加上我本
人就對這方面感興趣，就報考了暨大土木工
程專業。」謝彬華說，現在香港正在打造
「北部都會區」，珠三角地區也在強化基
建，相信基建行業人才大有可為。
他也是個務實的人，在他看來，沒有真本
事，再多的機會也不屬於自己。大學期間，
參觀港珠澳大橋、在中鐵集團實習、到地產
公司實習、參加「挑戰盃」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大
賽等，一系列與專業知識相關的實踐實習活動，讓謝彬
華迅速成長。如今，他以第一申請人的身份，獲受理三
項發明專利，另外獲頒一項新型實用專利證書。
他也參加各類社會實踐，組織了一系列交流、考察、
研學活動，帶動了港澳一眾學生，融入當地社群，避免
他們局限在固定的小圈子。
「比如學院面向港澳台僑學生的『未來工程師計劃—
同心併力班』，作為首屆班長及學長導師，我會經常邀
請內地學生參加我們的活動，交流互促，共同成長。」

27歲陳沅彤：
做橋樑助港生 螺絲釘使命強

「助港人參與大灣區建設，是一個搭建融通兩地橋樑的宏大工程。我這樣的角
色，就如同是這座橋樑上的一顆螺絲釘，雖然渺小，但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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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場名為「佛港澳台僑青年紅
色主題沉浸式互動劇本」體驗活動在
佛山南海青創工合空間舉行，包括5
名香港青年在內的 10餘名灣區青
年，以上世紀四十年代香港「勝利大
營救」真實歷史事件為主題，進行
角色扮演，沉浸式推動故事的發
展。

「要想融入灣區
就要走近年輕群體」
「90後」香港青年陳珈羲特意從
廣州趕來參加這場活動。她了解了那
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也結交了一幫志

趣相投的大灣區青年朋友。
「要想融入灣區，就要走近年輕群體，了解他們在

做什麼、想什麼，與他們交朋友。」
昔日在國外留學期間，她把自己上學、生活、旅行

的所見所聞拍攝下來給父母看，使他們得以借助自己
的眼睛，給他們分享這難能可貴的機會。
自小她就有跟家人到內地旅行、跟學校前往內地交

流，再加上求學期間看了不少陸劇，慢慢對內地的風
土人情、文化產生了興趣。
2017年畢業後，陳珈羲返回香港，入職公職系

統。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一直在陳珈羲腦海裏縈
繞。
她最終決定辭職北上，透過自己多年來的拍攝經

歷，組建自媒體平台。來到廣東從事自媒體創業數
月，她已經慢慢熟悉並愛上了這裏的城市、生活和創
新創業環境。
「在香港有很多內地的負面新聞，我就想來

記錄內地的衣食住行、城鄉文化、科技發展
等，通過國內外社交平台，讓香港人以及
外國人，了解真實的大灣區，重新認識
中國。」
目前，她雖然收入並不算高，

但她相信深入到內地，以港人
視角觀察和了解國家，一定
可以在這裏探索到一條適
合自己的路。

「疫
情之後，
除 了 大 灣
區，我還要去
全國各地拍攝。
我想成為中國與世
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橋樑，讓大家重新認識中
國，傳播中華文化，也助力更
多年輕人融入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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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認為自
己是生逢

其時，只有練
好本領，才能不
負韶華。」

27歲香小婷：
開餐廳創科企 細心做大膽闖

「這個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各種造夢工具和條件，我們年輕人要踏出舒適
圈，下決心去做認準的事情，利用這些工具去打造夢想之車。」

在粵港澳大灣區這片熱

土上，「90後」香港青年既是融

合發展的受益者，也是逐漸能為灣區發

展出一份力的建設者。4名從香港北上學

習、尋求發展機會的「90後」，與香港文匯

報記者分享了各自的故事。他們勇敢走出「舒

適圈」，以更寬廣的視野，積極的思考，勾

勒出青春歲月的律動畫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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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沅彤在廣州體驗冰壺運動陳沅彤在廣州體驗冰壺運動。。

◆◆謝彬華在暨南大學謝彬華在暨南大學
演講分享演講分享。。

◆◆香小婷和團隊研發推出智能助聽器香小婷和團隊研發推出智能助聽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