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 光 202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四本版编辑 / 陈剑

Tel：010-640983098
﹃
我的

未来在
大湾区

﹄

4 月 16 日，广东省深圳市前海世贸大厦，2000 年出生的香港姑娘王一

尧坐在公司的落地窗边，窗外是前海深港合作区的繁忙景象。

临近毕业时，她发现感兴趣的文化类专业在香港就业前景不佳，就通过

网络找到了深圳的这家开发动画视频创作平台的企业，开始从事喜欢的美

术工作。她说，愿意在这里一直干下去。在这家创业企业里，像她一样来自香

港的年轻人还有 30 余名。

2018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港澳台人

员在内地就业不再需要办理专门的许可证。同年 8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将港澳台人员

纳入当地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体系。深圳人社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

崔歧平说，他感受到港澳青年来深就业的热情仍在逐步增加。尽管在疫情影

响下通关仍未恢复常态，2020 年享受深圳创业补贴的港澳居民是 528 人，

而这个数字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就超过了 200 人。

4 月 20 日，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TIMETABLE 精品联合办公空

间创始人、90 后香港青年吴嘉惠在办公室里，身后的屏幕正滚动播放他们的

创业之路。他和团队打造的精品联合办公空间和咖啡厅因为时尚的室内设

计风格，已成为广州的一处网红打卡地，图片在社交网络上收获无数“转评

赞”。这正符合他们的创业愿景：让港澳设计科技创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建设。他们的办公空间目前有超 70 个青年创业企业入驻，其中港澳青年项

目 32 个。

4 月 18 日，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广东弓叶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莫卓亚在

午休时间休息，身后墙上是松山湖畔的风光。2009 年，这里还是东莞远郊的一

片平房时，她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创业者之一。她创立的垃圾分选人工智能科技

创新型企业在这里逐渐成长，推出了人工智能生活、建筑垃圾分选设备。她

说，在松山湖园区里，十几分钟车程范围内就能完成整个供应链的采购。

王哲文、姚志佳（前排左至右）

4 月 17 日，广东省惠州市仲恺港澳青年创业

基地路演大厅，来自各地的创业者在交谈。他们

大多是港籍青年，选择将事业带到惠州。

今年 34 岁的香港青年姚志佳，家里在惠州

办厂经营石材生意，他也因此从 2013 年起就频

繁在香港和惠州之间往返。去年，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通关不畅，他有了一年多的时间慢慢深入观

察 这 座 他 曾 经 熟 悉、又 在 发 展 中 不 断 变 化 的 城

市。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路”：曾经从惠州市中

心到石材厂 1 小时的车程，随着道路条件的升级

改善，如今只需 15 分钟。也是在去年，他和祖籍

惠州的香港朋友许柏鸿选择在这里开起了文化

品牌传播公司，致力于消弭国外对中国的误解，

也吸引更多的港澳同胞来这里寻找机遇。

这个创业基地对符合要求的港澳青年企业，给

予场地免租，提供创业资金资助、住宿补贴等扶持。来

自粤港澳的创业青年们汇聚于此，交流互助。目前这

里正孵化21个项目，其中港澳项目13个。

黄惠铭、林平治、杨汉华（左至右）

4 月 18 日，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旧围

村，三名香港青年黄惠铭、林平治、杨汉华

在自家农场的南瓜棚里。

80 后黄惠铭就出生在企石镇，10 岁移

居香港。他认为传统行业里有更多机会，于

是留学后回到东莞，和有相似留学经历、相

同理念的伙伴一起当起了现代农民。他们

在 这 个 企 业 厂 房 林 立 的 典 型 珠 三 角 村 庄

里，开辟出占地百亩的农场，试图引进改良

作物品种和现代农业技术，产出更“绿色”

的蔬果，还发展起了旅游项目，实现了田园

梦想。在故土上创业数年，黄惠铭说起他的

乡亲们时，频频竖起拇指。村里的十几名村

民在这里打工，黄惠铭说，乡亲们务农“是

专业的”。村民在这里贡献经验和劳动、获

得收入，香港青年也在创造之中，与故乡的

土地和人产生新的联系。

4 月 18 日，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妙智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创始人谢智

衡。这位 80 后生长在香港，带着这家创立于香港数码港的企业，先后落地深圳、东莞。目前他们

开发的部分产品已进入北京、广州等地的 60 多家医院。来自香港的技术、来自东莞供应商的硬

件⋯⋯得益于大湾区完善的产业链条，区域合作大大缩短了手术机器人的研发周期。

4 月 17 日，广东省惠州市仲恺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港籍青年王柏东站在自己的创业公司窗

前。他出国留学期间本打算来广东休个假，最终却带着创业的念头留了下来。他创立的绿色包

装企业落户惠州，目前每年上百万元的营收全部来自国内。但大湾区连通国外市场的便利条

件，让他期待把自己的设计送上国际舞台。

4 月 20 日，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香港人李剑禧和广州人孙嘉晞在他们的直播间

里。他们共同打造了“港夫广妻”直播品牌，致力于通过新零售模式把香港特色商品引进内地，

把内地的新零售及互联网技术引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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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诚明仓储有限公司创始人王赋源、古伟龙在办公室内。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让这两位来自香港的 80后看到了在整个大湾区大展拳脚的可能性。目前

他们的智能储物仓已在广深落地，古伟龙说，未来计划从湾区走向全国，“全中国，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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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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