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400名香港學生聚首一堂，分享參與內地交流團的深刻體驗。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 「一個人的經驗分享出去，如果有一百人接收，
就變成了一百人的故事」 ，真正達至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的效
果。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兼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

陽曉晴亦稱，喜見同學把在內地所見的點點滴滴
在Facebook中分享，體驗了 「未來之星」 十餘
年來堅持舉辦活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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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 大公報記者 郭艷媚

香港學生參與內地交流團感覺新鮮。
有學生笑說，難忘照顧大熊貓的 「辛酸」
；有同團的 「龍鳳胎」則說，體驗到內地
與香港不同的職場文化；讀中英雙語的學
生初嘗做電影與電視劇編劇滋味，自言獲
益良多。

姐弟分赴科技公司醫院實習
城市大學社工畢業生蘇愛儀，參加 「

未來之星．星級義工— 『我要照顧大熊貓
』—四川都江堰熊貓基地義工體驗計劃」
，她對記者說，平時完全沒有機會與大熊
貓近距離接觸，那次義工活動可以協助照
顧大熊貓起居飲食， 「原來一隻大熊貓由
出世到長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希
望大家關注大熊貓的保育工作。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二年級學生須
之衡，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刑事司法
與執法二年級學生須之悅是兩姐弟，一同
參加 「星動杭州．未來之星——香港大學
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二人獲分配到不
同的崗位體驗內地職場文化。姐姐在科技

公司實習，她形容： 「第一次去杭州，非
常難忘，覺得內地科技發達」，弟弟則在
醫院實習，他稱讚內地醫生 「學術水準高
，而且很會照顧病人」。他補充，如果內
地醫生像香港醫生一樣，學會保護病人私
隱就更好了。

另外，香港理工大學中英雙語學畢業
生郭康表示，十年前去過深圳，覺得 「建

築不漂亮，路面很髒」，去完交流才發現
內地有很大進步。 「杭州保留了很多中國
本土特點的商舖，香港現在卻愈來愈少了
，香港的節奏很壓迫，杭州非常舒服，希
望留在杭州工作」。

他形容，在杭州初次嘗試做電影與電
視劇編劇，寫故事大綱和人物對白，感覺
很新鮮。

龍鳳胎體驗不同職場文化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 「未來之星
同學會」，近日舉行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6暑期交流團／實習團總分享會」。除
了近400名同學出席活動，參加者包括一眾
嘉賓，分別為吳克儉，歐陽曉晴，全國政
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兼
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霞，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中聯辦青年工
作部副部長楊成偉、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
部長張總明，全國政協委員兼香港青年交
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龍子明及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兼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
席姜亞兵等。

政府五年一億資助900項目
吳克儉表示，內地高速發展，香港與

內地在專上教育的交流與接觸日趨頻繁，
截至2015年11月，兩地高校簽訂了280個學
生交流協議和1300個學術研究合作項目。
過去三年，約1400名香港學生往內地高校
作交流生，而到內地實習的人數更高達
7000人，內地亦有2300名高校學生來港作
交流生，大大促進了兩地年輕人之間的友
誼，加深了彼此文化、社會、經濟等方面

的認識和了解。
吳克儉續稱，特區政府在推動兩地交

流和互動方面不遺餘力，自2011至2012學
年起，教育局開始推行內地體驗先導計劃
，批出合共一億元，資助超過900項內地體
驗活動，逾33000名專上學生受惠，同學通
過講座、參觀、交流或義工服務等活動，
能深入認識內地的風土人情、文化歷史及
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到內地企業實習的
同學，則能加深對內地就業市場的認識，
提升競爭力，為將來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歐陽曉晴：藉平台增知識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指出，

「未來之星同學會」自2005年成立以來，
已經走過了11年的歷程，3000名香港學生
參與交流活動，對國情、對內地、對中華
文化，有了直接和客觀的了解。今年六至
八月， 「未來之星」先後出團七次，包括
前往杭州、深圳、四川、江蘇等地，吸引
近千名學子報名，他們借助 「未來之星」
的平台，不但增長知識，開拓視野，結交
了朋友，還增加對祖國的認知和了解，增
強歸屬感。

本地大學生下月將前往有 「歐洲火藥庫」之
稱的巴爾幹半島三國交流。有學生表示， 「一帶
一路」政策切合時勢，亦有學生認為，活動有助
開拓國際視野，對於將來從事新聞業有很大幫
助。

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管理三年級學生江澤鳴說
，近幾年常常聽到 「一帶一路」的相關活動，認
識到這是一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共用、互惠互
利的計劃， 「我覺得其實好需要」，而這次去的
國家非常特別，平時也鮮有接觸。她形容， 「首
次踏足歐洲，希望有新的發現」，期待旅途結束
後和大家分享。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二年級學生邱麗鳴，
在八月參加 「未來之星．星動成都．從香港出發
─成都之行」，出團第四天就病倒了，她說幸
好隨團有隊醫， 「活動安排得非常好」，所以對
於這次巴爾幹半島之旅的安排非常放心。她期待
到了那裏可以了解到更多當地的風土人情，開拓
視野， 「對於將來個人發展一定有幫助」。

【大公報訊】記者郭艷媚報道： 「一
帶一路」推行三年，促進了本地青年與沿
線國家青年的交流。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
彭韻僖表示， 「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
，佔全世界六成的人口，最重要是能達至
政策、設施、貿易甚至文化的廣泛 「溝通
」。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關家明形容
，現在香港年輕人多強調自我，應該學會
溝通合作，學會更包容地去看待問題。

青年沿線發展空間大
約30名香港大學生將於下月18日至27

日，前往 「一帶一路」沿線的巴爾幹半島
三國交流訪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 「青春啟航．前

進巴爾幹──未來之星 『一帶一路』」講
座，邀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兼未
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中聯辦經
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公民教
育委員會主席彭韻僖，香港貿易發展局研

究總監關家明等嘉賓與逾三百名學生現場
交流，幫助同學了解 「一帶一路」基本涵
義及我國在當中建設取得之成就。

姜亞兵在致辭時表示，習近平主席在
2013年首次提出 「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
，三年來我國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
，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今年香港特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和公民教育委員會首次推出
了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逾百
份 「一帶一路」交流申請中，批准了29個
交流活動，有效促進香港青年與沿線青年
之間的友誼。

彭韻僖指出， 「一帶一路」最重要是
溝通，包括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 「
民心相通」，對於香港年輕人將來的事業
發展有很大幫助。她形容，現在香港年輕
人常常以主觀的方式想問題，很少從別人
的角度出發，希望年輕人去到別的國家交
流，培養同理心，學會尊重、包容、負責
任，做到 「愛自己、愛家人、愛國家」。

提升香港國際話語權
楊益介紹道， 「一帶一路」是世界上

跨度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
是以政策、貿易、貨幣、基礎設施、人文
等的交流合作。2013年9月至今，國家與
37個國家和地區，簽署的合作協定金額已
逾1.42萬億美元，而 「一帶一路」建設，
令香港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各類合作中，從
而提升香港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中的話語
權，亦有助香港年輕人實現自身新發展。

關家明認為， 「一帶一路」是一個高
度概括的概念， 「是一道中醫的處方，它
告訴你這是固本培元，增強體質，有問題
的地方都可以幫你醫治好，而香港是一個
可以幫助中醫處方寫得更精準的一員」，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商業平台的能力，
恰恰是 「一帶一路」最需要的。他形容，
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多強調自我，應該學會
合作，學會更包容地去看待問題。

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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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生將赴巴爾幹了解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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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錫暢飲菊花茶，為 「青春碰杯」 ！ ▲長城前留影，港生是好漢

▲蘇愛儀（左二）冀望社會關注大熊貓保育。圖中、右二為 「龍鳳胎」 須之衡、須
之悅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邱麗鳴說，活動有助開拓國際視野。
圖右為江澤鳴 大公報記者郭艷媚攝

▲受熊貓活力感染，學子表演功夫舞

▲巴爾幹半島寧靜一面。圖為斯庫台湖
，位於阿爾巴尼亞與黑山兩國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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