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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特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恒常化明年初公布

盼更多港青向灣區Say Yes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
勞工處昨日舉辦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 嘉許禮暨分享會，30多間企業獲
頒 「積極參與企業」 ，六名參與計劃

的香港青年以錄影方式講述大灣區的工作體會和收穫。行政長官李家超致
辭時表示，計劃至今已有400多間企業參與，超過1000多名港青北上大灣
區入職。明年初特區政府會公布恒常化計劃的細節，讓更多青年把握大灣
區發展機會。他並呼籲企業繼續提供更多優質崗位，協助香港青年投身大
灣區建設。

港辦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表示，香港面積雖小但古蹟文物絕不匱乏，擁
有132項法定古蹟、超過1500項已評級的歷史建築，
以及208處具有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特區政府十分
重視文物保育，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保育珍貴的文
物建築。

港府多管齊下保育文物建築
陳茂波是在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作上述表示

的。該論壇由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
處聯同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約30位來自粵港澳大灣
區的官員、專家、學者和商界領袖出席論壇，就 「文
物建築保育和活化再利用的新發展」、 「知識分享和
公眾參與—文物建築教育的新策略」、 「應用於文物
建築保育和教育的新科技」及 「跨地域合作」四個範
疇分享經驗及創新理念。

陳茂波致辭稱，香港的考古發現和古蹟文物，顯示
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歷史、傳統、文化上一脈相
承，是嶺南文化的共同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香
港舉辦是次高峰論壇，以文物古蹟及世界文化遺產彰
顯大灣區的獨特文化魅力，促進大灣區在文物建築保

育領域的交流和協作。論壇就文物建築保育和活化再
利用方面的最新發展、相關的教育推廣和新科技的應
用，以及跨地域交流合作等範疇，共同探索深化未來
合作的方向。

陳茂波又指，為善用歷史建築，政府推行 「活化歷
史建築伙伴計劃」，以創新方式為歷史建築注入新生
命。邀請非牟利機構以社會企業模式，活化和營運一
些由特區政府選定和擁有的歷史建築物，政府亦給予
這些非牟利機構一定的資助。自從2008年到現在，活
化計劃已經推出了六期，一共22幢歷史建築受惠。其
中有不少項目已成功活化成為香港的文物旅遊熱點，
當中五項更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
護獎，成績斐然。

粵港澳簽文化遺產交流與合作意向書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陸進代表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祝

賀高峰論壇開幕。他指高峰論壇將文物保護與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結合，通過經驗分享和思想碰撞，攜手保
護和利用好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傳承和弘揚中
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讓中華文明在世
界文明的大圖景中交融互鑒，綻放出新時代的光華。

在論壇舉行
期間，特區政
府發展局與廣
東省文化和旅
遊廳、澳門特
區文化局共同
簽訂 「深化粵
港澳大灣區文
化遺產交流與
合 作 意 向
書」，期望可
以進一步加強
粵港澳大灣區
在考古和文物
建築的研究、
保護、教育、
推廣、社會參
與、文創產品
等方面的緊密聯繫與合作。

據介紹，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為期兩天，古
物諮詢委員會及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支持，並

由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是香港賽馬會撥款6.3億元
支持特區政府為慶祝特區成立 25 周年而舉辦的多個
項目之一。

逾千港青參與計劃灣區就業
特區政府推行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

企業提供優質的職位，支持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大
灣區工作，為青年創造更多發展空間，引領他們認
識國家和大灣區發展，在更大的舞台一展所長。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計劃於去年首次推出，吸引
了400多間企業提供職位空缺，涵蓋不同行業，個別
企業更提供超過 100 個職位，至今已有逾 1000 人到

職，而參與的企業及青年都對計劃有正面的評價。
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已宣布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恒常化，讓更多香港青年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
遇，勞工處稍後會公布詳情。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英文為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 簡 稱 GBA
YES。李家超希望更多香港青年都會向大灣區 「Say
Yes」，在這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大展拳腳。他亦期望
社會各界，對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就業、創業，抱持

更開放、正面的態度。

參與青年找到成功感和人生方向
大會安排了六名參與計劃青年錄影講述在大灣區

工作的體會和豐富收穫。袁鈴怡目前是觀瀾湖集團
的新媒體推廣主任，她入職後學懂了拍攝宣傳視
頻，編本、撰稿、拍攝、剪片一手包辦，其製作的
視頻中，最受歡迎的一條更有100萬人觀看。她說：
「去年仍讀大學時看到政府資訊，計劃內都是大企

業，工資也非常吸引，工作崗位亦甚具挑戰性，遂
報名參加。入職後公司提供很多不同類型的培訓，
又帶我們到上海等不同地方考察。我在這間公司找
到了人生方向，找到了成功感。」

牛津大學再生能源科學學士畢業的譚天樂，目前
在香港中華電力公司在肇慶市懷集縣的水力發電站
工作。他說： 「去年仍在英國時已計劃回港找工
作，但我讀的學科在香港搵工很難，再生能源在內
地卻有很大發展。這一年來我從內地同事身上學到
內地的生活、環境和文化，亦對內地發達的高鐵網
非常欣賞，每逢放假我都會遊覽神州大川，一個周
末便可來回青島、大理等地。」

城市大學商業學系畢業的何以敏，在中銀香港大
灣區培訓室工作，現派駐深圳不同部門和支行前線
訓練。她說： 「來了才知道原來深圳人的工作效率

是很快，線上數字化服務發展非常蓬勃，連貸款
都可以全程線上處理，公司又派出資深同事悉心
教 導 我 ， 希 望 更 多 港 青 能 親 身 來 內 地 感 受 一
下。」

學士和碩士都修讀商業的陶健德，目前是豐銀
行駐深圳的業務助理經理，負責替工商客戶作財務
分析、金融投資。他說： 「以前不太明白內地同事
的想法，現在能設身處地理解他們，變成了內地和
香港同事溝通的橋樑，這一年我學懂了做人要有更
開放和包容的思維。」

浸會大學會計系畢業的江安琪，目前在 「伯恩光
學」惠州廠房工作，負責優化和跟進項目。她說：
「疫情關係令惠州的巴士停運，地鐵又在興建中，

開始時出門不便，後來學懂了用App叫車，生活也很
方便。香港人在這裏最大的優勢是兩文三語，香港
人始終很受內地企業歡迎。」

香港大學法學院學士和碩士畢業的孫偉成，目前
是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派駐深圳的員工，負責
企業融資、併購交易、募資，為企業提供戰略性商
業建議。他說： 「深圳是一個外省人城市，所有人
都非常拼命地工作，整個城市都是快速進步。我剛
完成一項國資B輪融資，我這麼新都能接觸到這麼高
端的客戶，參與這麼大的交易，只有大灣區才有這
種機遇。」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與一眾嘉賓出席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嘉許禮暨分享會。 記者 馮瀚文攝

在論壇期間展示的香港法定古蹟香港大會堂模型在論壇期間展示的香港法定古蹟香港大會堂模型。。 政府新聞處供圖政府新聞處供圖

6 個月至 4 歲的幼童昨起可
接種復必泰疫苗幼兒配方。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

示，預約率不理想，目前3歲以下幼童接種率只有
19%，情況令人憂慮。本港正逐步邁向復常，加強
保護長幼是當前急務，面對今冬新冠和流感疫情可
能疊加，風險陡然上升，家長應及早安排年幼子女
接種，築牢抗疫防線，保障幼童健康安全。

抵抗力較弱的幼童向來屬於高風險群組，第五波
疫情已奪9名11歲以下兒童性命。昨新增離世患者
包括一名31個月大男童，過去兩個月約有11宗染疫
童危殆個案，當中絕大部分未打足針或完全未打
針。由於缺少疫苗保護，幼童對新冠病毒沒有抗
體，加上免疫系統未完全發育，一旦染疫出現危重

症機會高很多，若同時感染流感則更嚴重。即使康
復，幼童也可能出現 「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以及
記憶力和專注力下降等後遺症，對生活造成困擾。

新冠病毒對幼童的威脅真實存在，家長應做好保
護措施，盡力避免年幼子女染疫；就算不幸感染，
也要盡量降低出現重症的風險。科學證明，接種疫
苗可有效降低病症嚴重程度。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
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指，臨床個案顯示，已打兩針
的染疫童很快便能出院，甚至沒有大問題，同時出
現 「長新冠」 的機會亦會減少。港大醫學院兒童及
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隆發表研究報告，指復
必泰及科興疫苗均可有效防重症，兩針復必泰的有
效率達 93.1%，兩針科興的有效率達 95.8%。研究
中，近7萬名兒童及青少年已打3針，無人感染後需

要住院或患重症。政府已提供科興及復必泰的幼童
疫苗，以供家長選擇，補上之前3歲以下幼童不能
接種新冠疫苗的短板。為子女的健康想，家長應
該盡快讓幼童接種，讓小朋友得到足夠保護。

遺憾的是，現時幼童接種人數並不理想，目前只
有約一成的3歲以下幼童接種兩劑疫苗，逾8萬幼童
一針未打，接種率仍非常低，相信與家長的 「疫苗
猶豫」 有關。政府須繼續 「谷針」 ，加強宣傳，用
科學數據向家長解說接種疫苗的安全性，以及不接
種的危險性，幫助家長正確看待疫苗的風險與益
處，釋除疑慮。同時也要 「針找人」 ，例如安排到
幼稚園外展接種，想辦法提高幼童接種率。

家長們也應該清楚，本港每日仍有數千人感染，
大人若感染也會傳播病毒，加上 「0+3」 實施讓不

少人打算舉家外遊，新冠病毒又在不斷變異，現時
的情況下，子女染疫的可能性只高不低，是否要拿
子女的健康去賭呢？正如楊何蓓茵呼籲，家長要
緊一點，至少安排子女打兩針，萬一小朋友在外地
染病，治療方面會好麻煩。即使不外遊，許多專家
已指出今年冬季可能有流感夾擊，因此要為小朋友
做好準備。

疫苗接種是最重要的防線，關係到香港通關復常
進程。政府強調，推進放寬的前提是 「風險可
控」 。若新增個案和重症都下降，則有更大空間放
寬至 「0+0」 ，惟 「一老一幼」 接種率仍然低，一
旦全部放開恐帶來難測的風險。所以，無論為了增
強幼童保護力，還是為加快復常步伐，家長還是馬
上帶孩子去接種吧！

保護幼童 積極接種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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