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內容歡迎掃
描二維碼，瀏覽
港青廣州安居做
「網紅」

逾百港澳台生在穗實習 收穫良多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日

前，由共青團廣州市委員會、廣州市
青年聯合會主辦的 「情聚大灣區，建
功新時代」 ──2021年 「展翅計劃」
港澳台大學生寒假實習專項行動結業
禮暨2021年 「百企千人」 港澳大學生
短期實習計劃啟動禮在穗舉行，一眾
實習導師、優秀實習生代表和實習供
崗企業負責人代表再聚首，暢談此次
實習收穫。

「我這次選擇到銀行實習，接觸
到了很多基金、股票等方面的工作，

讓我對以前學習到的知識進行了實
踐。」 暨南大學台灣學生呂意嫻（化
名）表示，她學習的是財務管理相關
專業，此次實習幫助其未來考慮就業
的方向。暨南大學香港學生李小冰
（化名）表示，這個寒假不少在內地
讀書的港澳台學生通過留穗 「實習過
年」 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更加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據了解，2021年
「百企千人」 港澳大學生實習計劃，
擬提供千個實習崗位，為港澳青年在
大灣區發展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

通道效益凸顯 深珠合作區吸80億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深珠通道初步規劃為 「深珠伶仃洋
公鐵兩用通道」 ，珠海市方面力爭在
「十四五」 末開工；並將 「深珠合作示
範區」 落地珠海高新區。

大公報記者5日從珠海高新區獲
悉，目前珠海高新區已初步形成 「深圳
總部（窗口）+深珠合作研發、生產」
的發展模式，在牽手華為公司打造 「中
國智慧視覺創新示範區」 的同時，涵蓋
數字化供應鏈、智能通信設備等產業17
個深珠協作示範類項目落戶，總投資近

80億元人民幣，擬建成粵港澳大灣區中
央創智區。

據了解，正在規劃建設的深珠通
道，貫通東岸的深圳南山區與西岸的珠
海高新區，建成後兩個國家級高新區將
實現跨海相連，而深珠間未來將由目前
約3小時縮短至半小時以內。

而落戶珠海高新區的 「深珠合作示
範區」 ，也明確列入廣東省委、省政府
新印發的《關於支持珠海建設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化經濟特區
的意見》。



一部手機走天下 生活工作兩不誤
儘管已經無數次

在穗港兩地往返，
2020年初正式北上發

展的李劍禧依然有着莫名的不安全感，
每次出門都要帶上滿滿的紙幣，終於有
一天孫嘉晞看不下去了，問 「紙幣到底
要用在哪裏？」 李劍禧才猛然醒悟，在
內地已經是 「一部手機走天下」 ，那種
兼顧了舒適與便捷的生活，是一種難以
抗拒的幸福。

在香港的時候，李劍禧每天上班、
下班，幾乎不會考慮下午茶、聚餐、看

電影、周末短途遊這些節目， 「香港是
石屎森林，快節奏，沒時間想創新的事
情，但是廣州有工作時間有休閒有拚搏
時間，即使是艱辛的創業時期也有機會
好好休息一下，靜下心來想想下一
步。」 真正來到廣州創業之後，李劍禧
喜歡上這裏的悠閒，也喜歡這裏低成本
創業的環境，生活工作兩不誤。

「廣州是一個很有人情味、文化底
蘊的城市，又充滿了希望、衝勁，廣州
街坊、新朋友很熱情，經常約我們一起
吃飯，帶我們去參觀永慶坊等網紅打卡

點，或者是下班後約上一大群人去打
球，周末組織去泡從化溫泉，去花都滑
雪。」 李劍禧說這麼豐富多彩的生活，
在香港很難實現， 「內地發展太快，一
台手機解決所有問題。」

剛開始，李劍禧並不適應，如今他
愛上這種有工作有消遣的日子， 「如果
有港青願意北上發展，大灣區真的是一
個很好的選擇，同聲同氣，吃喝玩樂非
常豐富，還有各種政策扶持和創業指
引，港青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很容易
融入其中！」

特 稿

人才房拎包入住 刷刷臉大門即開
走進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的珠江嘉

苑，經過 「優智生活示範區天河區人
才公寓」 的標記，李劍禧一秒刷臉打
開門禁；乘坐電梯時拿出手機，出電
梯口用APP打開家門，一隻灰色小貓
探出頭來， 「回來啦！」 孫嘉晞的聲
音從屋內傳出，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讓跟隨而來的記者感受到這對夫妻日
常互動的溫馨。

兩房一廳 月租千元
這就是李劍禧通過港澳青年之家

申請到的天河區港澳青年人才公寓，

兩房一廳58平方米的溫馨小家，月租
僅1078元人民幣。 「人才公寓與普通
出租屋最大區別就是全新配套，可以
拎包入住，這對北上發展的港青有很
大幫助。」

原來， 「港夫廣妻」 項目入駐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 時，工作人

員特意提到配套服務中有人才公寓一
項，李劍禧馬上在工作人員指引下填
寫了申請表格，大概三個月後就獲得
了批准。第一次來到即將屬於自己的
新家，李劍禧處處都覺得新鮮，尤其
是無處不在的高科技讓他讚嘆不已，
「用APP控制家門，在香港的時候很

少機會體驗。」
2020年6月，李劍禧夫妻正式入

住人才公寓。李劍禧看重配套的共享
空間和健身房，例如在共享空間可以
聚餐，裏面還有公告欄，天河區港澳
青年之家各種活動資訊都在上面分
享，港青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報名參
加， 「共享空間不僅僅是一個室友互
動、交流信息的地方，還讓港青很好
消除了異地打拚的孤獨感，對這個城
市的歸屬感也更加強了。」

▲刷臉開門對於來自香港的李劍禧來
講是非常新鮮的體驗。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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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又係港夫廣妻同你
講東講西！」 鏡頭前， 「85後」 的
李劍禧和孫嘉晞以一句熟悉的開場
白與直播間的網友打招呼。相比起
去年這個時候，今天的他們已是駕
輕就熟，從調試設備、介紹產品、
與網友互動……這對夫妻一唱一
和，配合默契，讓直播間仿似
「升」 起了粉紅泡泡，帶給網友與

眾不同的溫馨感覺。

「投奔」在穗太太 試水新領域
香港男孩，廣州女孩，兩人因

公益而結緣，一直過着分隔兩地的
生活，沒想到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
疫情讓他們找到了重聚一起的契
機。 「我是來 『投奔』 太太的」 ，
李劍禧開玩笑說。原來，疫情給各
行各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此
前在香港從事金融股票行業的李劍
禧也受到了影響，在思考如何尋找
新出路的時候，孫嘉晞建議說 「不
如來廣州吧。」

彼時，內地電商直播已非常發
達，且線上業務因為疫情又迎來風
口。於是，在廣州重聚合體後，兩
夫妻決定試水短視頻、直播。李劍
禧說決定創業項目的時候， 「怎麼
在（短視頻）平台將自己的才能發
揮出來，如何變現，我們都不知
道」 。

青年之家幫手 創業無難度
幸運的是，實際操作起來也沒

有想像中困難，因為李劍禧第一時
間入駐了 「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 。在這裏，他們不僅獲得辦公
場所租金的優惠和各類補助，就連
企業開辦的各類諮詢、稅務、法
律、工商註冊、銀行開戶這些流
程，都可以通過青年之家找專業人
士幫忙，還有培訓以及各種資源的
對接，這讓他們的創業項目很快得
以啟動， 「港夫廣妻」 正式出道。

看 「港夫廣妻」 的視頻，當中
有很多展示粵港兩地文化小差異的

內容。 「大家都說粵語，
但在生活中才發現其實也有很
多細微的差異，例如香港說冷
氣、雪櫃，廣州說空調、冰箱，剛
開始夫妻兩人各有各說，還互相取
笑，後來發現這些接地氣的內容大
家都很感興趣，於是慢慢開始進行
一些有主題的策劃，讓大家看到現
實中香港人與內地人如何生活在一
起。」 李劍禧很高興這些視頻得到
好的回應。

「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直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過
去一年的經驗，讓李劍禧學會堅持
和忍耐，在他看來， 「涉足直播不
到三個月，就有機會參與廣州首屆
直播節這樣高規格的活動，還有港
澳青年之家帶來的資源，已經為不
少入駐港澳青年之家的企業帶貨。
大灣區為港青提供了好的資源和機
會，必須好好珍惜、利用。」

如今，李劍禧一邊努力學好普
通話，一邊忙於掃街、探店，尋找
合適的帶貨商品。 「粉絲很喜歡我
的港普，直播時還經常 『點
播』 。」 李劍禧為 「港夫廣妻」 定
下了今年實現直播帶貨銷售100萬
元人民幣、粉絲增加到60萬的 「小
目標」 ，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給
香港青年前往廣州遊玩提供一些實
用的指引，為更多人特別是香港青
年了解廣州了解內地打開新窗口，
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到內地親身體
驗。

▲來自香港的李劍禧（左）和來自廣州的孫嘉晞以「港夫廣妻」IP
闖直播。圖為兩人在直播中與粉絲互動。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番禺區大學城配套人才公寓
地 點：大灣區青年人才雙創小鎮人才大廈
數 量：共計100套（一期），二期將再投放200-300套
戶 型：40平方米單間，74平方米二居室，81平方米二居室
租金標準：585-1050元／月，可申請500-1000元租房補貼

天河區人才公寓
地 點：珠江嘉苑
數 量：共計600套房
戶 型：涵蓋單間、一房一廳及兩房一廳，

建築面積約25-60平方米
租金標準：18元／月／平方米

南沙區人才公寓
地 點：創匯谷青創人才公寓
數 量：共計110套房
戶 型：涵蓋標準雙人間、大床房、四人間

等，建築面積介乎25至45平方米
租金標準：1500-2200元／月

記者黃寶儀整理

穗人才公寓分布 （貨幣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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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劍禧和孫嘉晞
兩人身兼多職，圖
為兩人拍攝短視頻後
進行後期製作。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攝

港澳青年申請穗人才公寓條件
•年齡在18周歲至45周歲，申請人應
為人才公寓實際入住人

•申請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廣州
市無自有產權住房，且當前未享受
住房保障（含公共租賃住房、廉租
住房、單位自管房、住房補貼）

•申請人持有有效的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並已領取或承諾半年內
申領廣州市公安機關簽發的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

記者黃寶儀整理

▲珠海建 「深珠合作示範區」 。圖為智能
機器人入駐珠海。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帥誠

粵港兩地同聲同
氣，當港式粵語遇上
廣式粵語，有人看到
同，有人想到異，
也有人發現了商

機。來自香港的李劍禧和來自廣州的孫
嘉晞，就在夫妻日常生活碰撞的小趣
味中找到機會，乘廣州打造 「直播電
商之都」 的東風投身電商行業，成功
打造 「港夫廣妻」 。如今，小夫妻
兩人日常拍攝短視頻、以生活化場
景展現兩地文化差異，還試水探
店、直播帶貨等領域，並定下了
帶貨百萬的小目標。李劍禧希望
通過短視頻提供一些灣區實用指
引，為香港青年了解廣州了解
內地打開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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