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師助理：有政策協助，何不踏出第一步？

當教師，是簡卡巴的志願。童年
時初到香港，人生路不熟，又不諳
中文，加上那時社會對少數族裔的
支援有限，令他遇到不少難題，甚
至受到不公平對待。幾經苦讀，簡
卡巴畢業後回中學母校 「地利亞修
女紀念學校（協和）」 執教鞭，培育
年輕的少數族裔，他以身作則、做好
榜樣，讓學生們看到少數族裔在香
港，絕對可以完成夢想。他的座右銘
是： 「If you have a will， there
is a way！」

「今時今日，少數族裔在香港的
發展機遇愈來愈好，社會好樂意幫助
我們、接受我們。例如以前少數族裔
學生因為中文考試難過關，很難考上
大學，現在已經有不少NGO（非政
府組織）會教我們中文，考試制度也
變得對我們公平了；以前幾乎無少數
族裔投考警察或其他公務員職務，現
在社會對我們一視同仁，愈來愈多同
胞能夠成為政府的一員，得到更好的
發展前景之餘，同時實現了我們多年
的願望──受惠於香港，回饋及貢獻
香港！」 簡卡巴感恩地說。

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簡卡巴身體

力行，他身兼警隊社區聯絡助理，協
助警隊與少數族裔社群的聯繫。同
時，每次看到新聞報道有少數族裔公
務員化身抗疫人員，協助政府與少數
族裔市民溝通，對預防少數族裔發生
群體爆疫起到很大幫助，他對此感到
無比自豪，亦切身感受到社會各界對
少數族裔的關顧。 「最高興是大家視
少數族裔為香港的一分子，香港也是
我們的家！

簡卡巴認為自香港國安法及完善
選舉制度等措施實施，香港邁向由治
及興，人人都能獲得公平對待。 「香

港給我們好多就業機會，提供了一個
可實現理想的環境，甚至能到大灣區
追夢。」 他又認為， 「要建立一個
家，最重要的是和平，暴力永遠是錯
誤的。現在社會繁榮穩定，我們應當
珍惜。」

對於本月初中環槍擊案涉及南亞
裔疑兇，部分人並無持有香港身份
證，簡卡巴直言對事件感到心痛，但
他希望市民別 「一竹篙打一船人」 ，
因為無論什麼人，亦總可能有好人及
壞人。

簡卡巴認為市民若想真正認識他

們，最好的做法是親身與一些少數族
裔人士交流，深入了解他們的性格及
文化，而不單只是看負面新聞報道。

他期望政府增加少數族裔青年職
業技能培訓的配套，例如在職業訓練
局（VTC）加入
或調整適合他
們的課程，有
利運用少數族
裔的特點及強
項，讓他們有
更多機會為社
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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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對我們的支援愈來愈多

ANNIVERSARY
2525慶祝回歸 周年

巴裔港人教師巴裔港人教師：：
香港是我家香港是我家！！

一視同仁

「高興自己成為一分子」

掃一掃 有片睇

▶11歲隨家人來港的
簡卡巴，積極融入社
會，現在是一名中學
老師。

工餘時間做義工 回饋社會
簡卡巴志願成為

少數族裔的模範，除
了當教師作育英才、
擔任警隊社區聯絡助

理之外，他還會善用工餘時間，在
清真寺義教小孩，幫助同胞。今個
月開始他在運輸署擔任義務工作，
矢志回饋社會。簡卡巴熱愛運動，
小時候，其中一個學習中、英文的
地方，便是在足球場與同學及波友

交流。長大後，他更加入了香港板
球隊。

熱愛中國文化的簡卡巴，2018
年為了一睹萬里長城的風采，特意前
往北京旅遊。而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
新疆，一方面渴望親身了解當地人的
生活，另一方面作為一名愛好美食
者，他盛讚新疆的食物調味、奶茶等
的風味均與巴基斯坦類似，希望一嘗
當地風味。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青
年迎來大灣區建設帶來的發展機遇，愈來
愈多港青往灣區發展，其中特區政府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推出一年多已吸
引一千多人參加，有首批參與計劃的律師
助理曾俊杰表示，粵港澳跨境法律需求大
增，疫情下接軌國際的香港法律服務更具
優勢，他今年已報考法考，下一個目標是
在當地完成18個月的實習律師，以圓灣區
律師夢， 「計劃畀咗機會我喺灣區吸收經
驗，有機會接觸內地相關部門及內地工作
文化」 ，尚有數月完成計劃的他希望政府
可延續計劃。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灣
區建設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政府應保持延
續性，讓灣區港青可持續發展。

26歲港青曾俊杰表示，灣區有7000多
萬人口，愈來愈多香港初創企業進駐灣
區，當中會牽涉不同的跨境法律問題，
「現階段我係律師助理，工作會對接企業
外，更多會對接相關政府部門，例如政法
委、港澳辦，這些喺香港較難接觸，累積
了經驗，日後喺內地處理法律事務更得心
應手。」 他說，過去一年在南沙工作感受
到兩地工作模式不同， 「香港律師工作以
電郵為主，內地律師則以微信等手機應用
程式進行溝通和處理法律文件，如合約要
反覆修改，我哋一收到指示可隨時隨地處
理，工作文化同香港唔同，所以客戶好滿
意，工作效率快。」

三地融合 跨境法律需求急增
曾俊杰續指，疫情期間港資律師行發

揮了優勢，因兩地客戶不能來往處理法律
問題，三地聯營的法律團隊正好解決客戶
需求。他表示，在港有子公司的內地公
司、內地公司及在港的外國公司等，業務
往來中或需處理合約糾紛等法律業務，或
是兩地判決在異地執行的問題等， 「內地
客戶知道有我呢位香港公司派出嘅律師負
責跟進，佢哋對公司信心大咗，而溝通方
面唔係所有內地律師都係廣東人或識粵
語，我嘅角色都重要，負責客戶與律師間
嘅對接，確保雙方有效溝通。」

曾俊杰2017年到廣州升讀大學，在暨

南大學修讀知識產權法，去年畢業回港便
在本地一所律師行工作， 「灣區喺國家發
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三地融合係
趨勢亦係機遇，好多公司嘅跨境法律需求
會急增，跨境法律需求中包括我主攻嘅知
識產權法，國家亦好重視呢方面，所以心
裏一直想等機會去廣東發展。」 他說，去
年得知計劃，隨即向公司申請相關職位，
並於去年八月到南沙新區的粵港澳聯營律
師事務所工作，負責三地的跨境服務對接
工作，南沙 「一帶一路」 法律服務集聚區
中，已有知識產權法律審判中心等六大中
心，融合訴訟、仲裁、調解等法律服務，
加上南沙又是青創基地，港青在內地創業
與港澳將有跨境法律需求，這方面正需要
有法律背景的港青。他認為年輕人要抓緊
機遇， 「兩地政府都推出政策協助港澳青
年融入灣區，我哋點解唔踏出第一步？」

曾俊杰說，計劃對當年的應屆畢業生
如 「及時雨」 ，逾300間企業提供近3000個
職位， 「舊年受疫情影響，本港失業率高
企，應屆畢業生多咗選擇同機會，內地實習
律師月入水平為4000多元，我哋參加計劃
月入不低於1.8萬元，比當時應屆畢業生平
均月入仲要高」 。曾俊杰說自己有內地升學

背景及兩文三語優勢，很快適應當地工作環
境，發揮所長，成為兩地客戶與律師間的溝
通橋樑。

冀特區政府撥資源處理求助
400多名港澳律師上周獲大灣區律師

執業申請資格，曾俊杰表示，中央早前公
布的《南沙方案》是送給港青的25周年回
歸大禮，南沙作為灣區的幾何中心，適合
港青進駐的地方，眼看內地支援港澳青年
的灣區政策不斷推陳出新， 「希望政府延
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除咗畀錢都要諗
吓點樣幫灣區港青的生活難題，好似我
今年想打第三針疫苗，去醫院問，醫院
叫我搵街道辦，街道辦又叫我搵返醫
院，無辦法下，我打了12345熱線，之後
港澳辦聯繫我，話可以畀錢打同幾時有得
打。」 他建議政府
增加灣區辦事處的
資源，處理相關求
助個案，解決港青
在生活上遇到的實
際困難。

大公報記者
楊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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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計劃1100人已獲聘用
為鼓勵和支持

青年人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工作和發展
事業，前年施政報

告宣布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 ，該計劃設有2000個名額，
截至今年一月底，政府接獲企業
就聘用約1100名畢業生提交領取
津貼的初步申請。

立法會議員郭玲麗今年五月
就計劃成效提出質詢，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以書面答覆提問
時表示，該計劃下的畢業生已全
部獲受聘，勞福局聯同勞工處正
對該計劃進行評估研究，有關研
究預計今年內完成。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大
灣區建設作為國家重大戰略，特
區政府的相關工作近一兩年已受
疫情影響，故過往落實的有效措
施應保持延續性，例如 「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 ，以支持青年在

灣區內地城市持續發展。
陳恒鑌又建議政府應成立專

門的機構來負責灣區青年就業的
工作，如重組後的青年及地區
事務局。另外，在疫情結束
後，特區政府亦可擴大現有的內
地服務點，以便利灣區港人尋求
協助。

粵向就業港青提供補貼
此外，廣東省今年五月印發

《支持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
就業創業的實施細則》，其中列
明對於就業港青，若畢業兩年內
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找到工作崗
位，簽訂一年以上勞動合同或服
務協議，每人可領取3000元人民
幣的補貼；而參加 「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並在大灣區內地九市
就業的港青，其間可額外領取廣
東省提供的每人每月不超過1000
元人民幣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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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成效顯 助港青圓律師夢

無私
奉獻

大灣區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具有重

要戰略地位，所以心

裏一直想等機會去

廣東發展。

──曾俊杰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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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處處

「提供實現理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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