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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道路正在重塑青年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与实践逻辑，

城市已从过去的产业吸引人才转为品质吸引人才，

而人文服务又是城市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

是城市双创的动力源和生力军，是一个社会最具

创新性和创造力的群体。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湾区纲要》），提出要共建人文湾区，

改善民生，提高文化软实力。《湾区纲要》实施

三年多来，大湾区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但仍然没有形成三地文化共同体，人文服务设施

还需不断完善。因此，本文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

大背景下，围绕青年人才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构建面向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分

析 630 个街镇在人文服务方面的特征与不足，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服务高品质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面向青年人才的人文服务设施

新加坡将人文关怀和幸福感建设确定为城市

建设三大要点之一。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青年不断

涌入，源自于其作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地”

的地理空间，能够提供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保障。[1][2]

同时，区域休闲生活设施与人才根植意愿显著正相

关。[3] 休闲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4] 以娱乐消遣设

施、文化设施、消费购物和公共文化活动等为代表

的生活设施，是吸引和聚集那些掌握稀缺技术和高

学历人才的必要因素，已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

方面。因此，借鉴《湾区纲要》相关内容，本文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

                           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摘  要：人文服务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引青年人才定居的关键要素之一。

文章通过梳理吸引青年人才的人文服务设施，构建面向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

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 630 个街镇的人文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并与 18 至 34 岁青年人

群的集聚情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港澳的国际化优势不可替代，对青年人才吸引度高；

高品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沉淀在老城区，吸引青年人才创业与定居；在新兴的城市边

界地区，青年人口与生活服务配套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基于分析结果，文章

提出了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创新发展城市与地区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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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面向青年人才的人文服务设施，包括以教

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配套，以及与文化交

流、文化活动、休闲消费等相关的休闲娱乐设施。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人文服务设施供给进行了

不同维度的研究。国际上，着重关注少数群体，

如纽约有针对儿童照料设施、残疾人服务设施的

评价，东京选取养老设施评价作为其中一个维度。[5]

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国内研究大多集中于教育

资源、医疗资源、公共文化、公共安全与社会保

障等方面，评估指标多和交通可达性相关联。其

中，教育资源主要分析中小学的覆盖度与均衡性，

医疗资源则关注百万人口医师数、医院可达性等，[6]

文化资源聚焦博物馆、 [7][8] 文化馆、 [9] 历史文化资

源 [10] 等，公共安全与社会保障则关注社区服务机

构数量、 [11] 避难场所密度 [12] 等。

（二）城市人文服务评价体系

国内外学者还围绕人文服务开展了城市文化

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构建了多个评

价指数与指标体系，涵盖文化资源、文化影响力、

消费魅力、生活宜居、市场效益、社会与政策环

境六个层面。这些指数与研究，有些面向单一地

区 [13][14]，围绕多个重要领域抓关键要素进行评估

与战略谋划，例如珠海从就业创业、休闲娱乐、

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交通出行、人口活力六大

维度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5]

还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城市指数（2021）、成都

“公园城市”指数（2020）等；有些着重进行全

球城市或地区排名，包括全球城市综合实力评价

指数 GPCI、全球城市指数 GCI 等，涵盖经济、社会、

人文等多个层面，[16] 例如廖青虎等（2017）从文化

强度、文化频度、文化功能、文化势能 4 个方面

构建城市丝路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7] 还有一

些针对文化创意产业 [18][19][20][21]、旅游业 [22][23] 等单

一层面进行评价与排名，如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

展指数、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等，力图

探索单一层面的核心影响要素。

二、面向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

（一）指标选取

国内外地区发展经验与相关研究主要从文化

资源、文化影响力、消费魅力、生活宜居、市场效益、

社会与政策环境六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围

绕《湾区纲要》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共

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的目标，聚焦人文

服务的核心内容，本文重点从生活宜居、文化资源、

文化影响力、消费魅力四个方面构建面向青年人

才的城市人文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聚焦青年人才对高品质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精

神需求，兼顾数据源获取及动态更新的便利性，

以及粤港澳三地在街镇尺度数据标准的对应性，

生活宜居从医疗、教育、文化、体育 4 个维度开

展评估，文化资源主要围绕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评

估，文化影响力通过国际吸引力等国际交往情况

进行评估，消费魅力则围绕青年人的购物休闲场

所和文化娱乐活动开展评估。最终，选取医疗设施、

教育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历史资源、国

际交往、消费场所、新兴活动八个核心指标。考

虑到指标体系的均衡度，本文将八个核心指标分

为 2 类因子，分别是优质生活保障和特色文化体验。

（二）数据来源

人们“就医难”的问题尚未解决，需要从质

量和数量上优化医疗设施布局。由复旦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所组织公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①能

客观反映各街镇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情况。社区

医疗服务设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体现出社区医院、

社康中心的重要性。社区医疗服务设施的密度，

是反映各街镇基础医疗设施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

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吸引高级人才的重要条件，

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情况，选取香港专业教育出版

社发布的中国最具教育竞争力的国际学校 100 强

排行榜和时代教育网发布的全国中小学排名，反

①  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对各大医院的专科技术水平进行排名，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来自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

会的 4879 名专家参与评审，每年 11 月公布上一年度的结果。目前已上榜我国 100 个医院，覆盖 42 个临床专科。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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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各街镇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通过百度 POI

数据中“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数据，

反应各街镇的基础教育设施情况。

纵观世界三大湾区及世界著名城市，集聚博

物馆、艺术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是其共同特征。

结合《广东省 2020 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和

粤港澳各地文化局官方网站，提取博物馆、艺术

中心、歌剧院、音乐厅、美术馆等大型文化场馆

数量，以及百度 POI 数据中各类社区文化娱乐设

施的密度，综合分析各街镇的文化设施服务水平。

完备的公共体育设施有利于带动大众体育健

身，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体育活动空间变得尤为

重要。社区级体育活动设施是市民生活锻炼的重

要场所，市场化的健身房等设施则满足健身人士

的专业需求。提取各街镇进入“中国体育场规模

排行榜”的大型体育场馆数量，以及百度 POI 数

据中各类社区体育设施与健身房的数量和密度，

综合分析各街镇的体育设施服务水平。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地区传承发展的印记，

是文化特色与精神风貌的基础，是生活方式与传

统习俗的延续，是发展理念与社会价值的体现。

通过已认定、已评级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资

源的数量情况，能反映出各街镇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人文旅游魅力。

粤港澳大湾区由于“一国两制”和开放包容

的特征，比国内其他城市群更加国际化。通过境

外到访休闲娱乐人数和国际会议会展数量，能较

为客观地反映各街镇的国际吸引力与国际化程度。

购物休闲场所被称为居住、工作空间之外的

第三空间，是人们社交的重要场所，包括咖啡馆、

茶馆、酒吧、商业综合体、餐馆等。各式餐饮有

不同的服务对象，中餐馆主要适配家庭聚餐，也

能满足部分商务聚会的需要；西餐厅主要服务境

外人口和高端商务人士；快餐小食店是打工人的

标配，尤其是疫情封控期间，成为许多独居人士

的生活刚需；咖啡馆更是创新交流、商务接洽、

休闲会友的重要场所。

娱乐活动体现了地区内人民的活力和轻松自

由的氛围，围绕青年人的活动特征，选取以桌游、

剧 本 杀、 密 室 逃 脱 为 代 表， 包 括 汉 服 体 验、live 

house/ 音乐节、脱口秀、艺术展、team lab 等的豆

瓣同城活动数据，反映各街镇对青年人的吸引力。

（三）权重赋值

当前，针对人文设施服务水平、城市文化竞

争力的评价研究，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具

体的指标权重。延续既有的工作方法，邀请五位

专家对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打分，取算

数平均值作为最终的指标权重。

考虑到优质生活保障的四种类型同等重要，

研究采用等权赋值。而特色文化体验中的四类要

素，则重点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指标数据情况与

权重计算方法，最终形成了 2 级因子、8 个核心指

标的评估指标体系（详见下表）。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人文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一）青年人口集聚情况分析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确 定 的 青 年（youth） 为 15 至

24 岁人群，相当于中国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而《中

国青年人才发展状况研究报告》①对青年人才的年

龄界定为 25 至 45 岁，包括专业技术人才、高技

能人才、管理人才等。在以上两者的基础上，结

合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平均受教育程度、②广东省

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学历的毕业年龄，本文着重

探讨高中及以上学历、尚处于打工创业阶段的人

群需求，因此选取 18-34 岁人群绘制大湾区青年

人群画像。

分析发现，青年人群大量集中于城市外围边

界地区，包括深圳中北部地区、广州中心城区的

①  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为中国石油大学 ( 北京 )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7 年重大课题“青年发展规划与青年政

策研究 ( 课题编号 QYZXZDKT2017-2)”阶段性成果。

②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和广东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都集中在初中、小学和高中。其中，全国的初中学历人口占比

34.55%、小学学历人口占比 24.80%、高中学历人口占比 15.05%；广东的初中学历人口占比 35.48%、小学学历人口占比 20.68%、

高中学历人口占比 18.22%。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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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和北部、东莞南部临深地区、莞惠交界地区、

深惠交界地区、广佛北部交界地区、中珠交界地区、

珠海金湾地区、中山与顺德交界地区、肇庆怀集

县环县城地区等等。

（二）优质生活保障情况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不断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逐步推进公服配套城乡一体化，并以广

州、深圳为代表逐步推行集团化办学，粤港澳三

地也不断加强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但是，

老牌名校、高品质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依然

大量集中于广州主城区、深圳原关内地区、惠州

中心区、肇庆中心城区等老城区。

医疗设施方面，湾区三甲医院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现象突出，广州和香港经过多年的发展，在

医疗资源上具有显著优势。广州优质医疗资源多

且社区级医疗资源密度高（如广州华乐、大东、

冼村、六榕、建设等街道），广州的三甲级医院

数量远超内地其他城市；香港优质医疗多，但设

施密度远不及广州。从社区医疗资源的数量及密

度来看，广州、澳门、佛山、东莞整体较好。深

圳西部街道在数量上聚集，但由于人口规模大整

体得分不够理想。惠州、珠海、肇庆及江门地区，

仅有中心地区个别街道医疗条件尚可，如惠州桥

西、珠海梅华街道等。

教育设施方面，义务教育设施的数量及人均

规模在湾区各地得分较为均匀，但优质教育资源

分布有失均衡，大量集中在香港、广州、深圳、

佛山四个城市，其中广深两市主要集中在中心城

指标因子 核心指标 计算单位 指标内涵 数据来源 计算方法 指标权重

优质

生活

保障

医疗设施 /
通过质与量，表征医疗服

务水平

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

医院管理研究所）、百度 POI 数

据

0.3× 规模数值 /人口

+0.7× 规模数值/面积，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教育设施 /
通过质与量，表征教育服

务水平

中国最具教育竞争力国际学校

100 强（香港专业教育出版社）、

全国中小学排名（时代教育）、

百度 POI 数据

0.3× 规模数值 / 人口

+0.7× 规模数值 / 面积，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文化设施 /
通过质与量，表征文化服

务水平

广东省 2020 年度博物馆事业发

展报告、各地文化局网站、百

度 POI 数据等

0.3× 规模数值 / 人口

+0.7× 规模数值 / 面积，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体育设施 /
通过质与量，表征体育服

务水平

中国体育场规模排行榜、百度

POI 数据

0.3× 规模数值 / 人口

+0. 7× 规模数值 / 面积，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特色

文化

体验

历史资源 个

通过已认定的资源数量，

反映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

旅游魅力

世界遗产名录和国家、省市已

公布的各类名录，包括世界文

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

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0.5× 世界遗产数量

+0.3× 国家级资源数量

+0.15× 省级资源数量

+0.1× 市级资源数量，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国际交往 个
通过国际交流频次，

体现国际化程度与吸引力

第一会展网、联通信令人口流

动数据、百度 POI 数据等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1

消费场所 个

满足青年人日常需求的休

闲消费场所数量，反映街

镇对青年人的吸引力

百度 POI 数据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2

新兴活动 个

吸引青年人的特色文化活

动数量，反映街镇对青年

人的吸引力

豆瓣同城活动数据、百度 POI

数据等
数值标准化转化为 0-1 0.2

   人文服务维度指标体系一览表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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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香港和佛山分布相对均衡。相对初中而言，

小学学校数量及人均规模不均衡性较强，肇庆、

江门、珠海及中山西部局部地区最为明显。澳门

和广州的义务教育设施密度整体都较高。广州西村

与洪桥街道、澳门大堂区、香港九龙塘区等在优质

教育资源、义务教育设施密度上都具有明显优势。

深圳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街道，义务教育设施的人

均和地均密度都不高。惠州市大量街镇人均义务教

育设施数量较高，但地均密度、学校排名均不高。

文化设施方面，优质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澳

门、香港、广州的中心区以及深圳、佛山的部分

区域。广州拥有较多的大型文化设施和社区级文

化设施，社区级文化设施呈组团化分布；社区级

文化设施人均数量珠海最高（人口少），地均数

量深圳最高（人口密度高）。分项来看，深圳和

东莞的图书馆最多；广州的科学馆和美术馆最多；

广州的博物馆量多且等级高。①

体育设施方面，优质资源集中在广州、深圳、

东莞多地。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能推动地区的

经济发展，提升城区的形象风貌，因此，湾区各

地都积极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组织大型体育赛事。

社区级体育设施方面，广州各街道都具有较明显

的优势，其次是深圳。未来，随着各地中小学、

高校逐步开放运动场馆，居民可使用的活动场所

将不断增加。

城市边界地区存在明显的青年人口与生活服

务配套“剪刀差”。由于长期的行政、经济、人

口等资源集聚，老城区更有条件提供均等化的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营造“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病有良医”的公共服务环境。高速城镇化之下，

部分地区（如深圳原关外、东莞外围部分街镇）

人文服务短板得到大量补齐。但在品质方面，相

比广州、港澳等地区，仍有较大的差距。随着城

镇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青年人大量集聚在环

境较优质的城市边界地区，如广佛北部、莞深西

部、东莞临深（凤岗—清溪）、珠中交界等。但是，

这些地区远离新、老中心城区，公共服务配套并

没有跟上人口的快速流入，形成了明显的青年人

口与生活服务配套的“剪刀差”。

（三）特色文化体验情况分析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隶 属 岭 南 地 区， 基 于 独 特 的

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

源头，融合海丝贸易、近现代革命、国际交流、

殖民影响等因素，形成了以粤语、传统习俗为纽

带的多元、开放、包容的“鸡尾酒”文化。早在

2006 年粤港澳三地就成功将“凉茶”申请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又联合申报“粤

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以粤菜

点心、功夫、醒狮、龙舟等为代表的岭南特色文

化不断吸引外国人关注，岭南文化在社交平台上

广泛传播，陈皮、六堡茶等岭南特色商品也因此

得到消费者的追捧。 [24] 但是，受文化教育和思想

差异的影响，部分人士依然难以融入“一国两制”

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未能形成真正的大湾区文化

共同体。

历史资源方面，大湾区各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与珠江水网深度吻合，结合山水条件形成若干簇

群，包括江门开平碉楼簇群、广州历史城区簇群、

佛山南海簇群、惠州秋长镇簇群、广州北部太平

镇簇群、中山南朗镇簇群等等。不论是历史文化

资源数量，还是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情况，珠江西

岸都明显优于珠江东岸。

国际交往方面，港澳地区占据龙头地区，深

圳福田临港地区和南山高新园周边、广州天河及

琶洲地区属于第二梯队，东莞滨海地区、珠海中

心城区与西南部、中山中心城区、佛山北滘与龙

江镇等位列第三梯队。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相比，

在教育、艺术、演出赛事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程

度和国际化服务的完备程度上仍然相差甚远。

消费场所方面，香港、东莞、佛山尤为出色。

综合饮品店、餐馆、商圈、星级旅店的特色消费

体验资源，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东莞、深圳、

①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广东省 2020 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中，湾区九市共收录 200 个博物馆，其中一级 8 个（广州

5 个）、二级 22 个（广州 11 个、佛山 3 个、东莞 3 个）、三级 31 个（广州 7 个、深圳 8 个、东莞 6 个、江门 3 个）。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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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澳门的中心城区。香港各区的咖啡馆数量

占绝对优势，同时餐馆总数也较多，各类餐馆数

量都较为均衡，能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东

莞和佛山的街镇，中餐馆和快餐厅数量多，反映

出以本地家庭和外来打工者为主的人群特色。

新兴活动方面，以桌游、剧本杀、密室逃脱

等为代表，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的中心城区和

深圳西北部，与青年人集聚情况相吻合。其中，

深圳沙河街道、广州琶洲街道、广州大东街道、

广州天河南街道、深圳沙头街道、深圳粤海街道

的新兴文化活动最为丰富。

城市中心地带及周边环境优越、交通较便利

的地区，应青年人需求配套了较多的特色文化服

务，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大，包括深圳南（粤海—

沙头）、广州新轴线（天河南—琶洲）、广州越

秀区、澳门半岛、佛山东（狮山—祖庙—石湾）、

香港新界北部、香港岛、东莞松山湖等地区。但是，

部分地区依然未能跟上人口的集聚情况，缺乏适

宜的特色文化服务，例如广州科学城及周边（白

云—黄埔）、深莞西部（东莞滨海组团—深圳西

乡）、惠州高新区（仲恺—镇隆）、深莞中部（塘

厦—凤岗—观澜—观湖—平湖）、肇庆西北（闸岗—

大岗—桥头—诗洞）等等。

（四）人文服务水平综合测评

综合来看，高品质街镇主要分布在香港、澳

门以及广州、深圳的中心城区，但是广州和深圳

同样有中低品质的区域，如广州的从化吕田镇、

花都梯面镇、南沙龙穴街以及深圳的坪山石井街、

大鹏葵涌街、光明新湖街、坪山碧玲街和坑梓街

等外围街镇。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多个城市人

文服务水平严重不均衡，仅佛山、中山两市整体

较为均衡，且以中高水平为主。

港澳的国际化优势不可替代，对人才的吸引

度高。相比内地城市，港澳地区拥有多所国际学

校以及多家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一流医院，致力

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与国际教育接轨。港澳地区

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会展、国际赛事等国

际文化资源，珠三角地区在国际化元素丰富度、

国际文化影响力和会展国际关注度等方面均不及

香港，在教育的国际接轨上还有较大的差距。

优质城镇生活圈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最能吸引青年人创业与定居。包括香港、澳门、

广州越秀区、广州中轴线（天河—琶洲）、深圳

南部临港（福田—沙头—园岭—翠竹街道）、东

莞中西部地区（虎门—南城）、佛山中南部地区（祖

庙—狮山—大沥—桂城街道）、深圳西南部（招商—

宝中）、中山东区街道、佛山荷城街道、佛山乐

从街道、惠州江北街道、珠海梅华街道等等。

优质人文服务与青年人集聚区存在错配现象。

通过人口画像发现，外来青年人最活跃地区主要

为城市外围与边界地区（如深莞、莞惠、深惠、

广佛北部等），其次是景观环境优越、配套设施

较为完善的地区（如大城市新兴城区等），与优

质生活配套资源和特色文化活动大量集聚在中心

城区的特征相背离。城市公共服务对青年人才的

根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应当建立符合人才流动

特点的公共服务投入机制，在人才集聚区域建设

公共服务提升工程，高标准配建教育设施和医疗

设施，把城郊创新活力地带的公共服务“洼地”

打造成产城融合、公共服务一流的人才高地。 [25]

四、对策与结语

根据对粤港澳大湾区 630 个街镇的分析，本

文提出三个策略建议： 重点完善深圳西北（沙井—

航城）、东莞临深（凤岗—清溪）、广州白云—

黄埔（人和—太和—联和）等青年人活力地区的

人文服务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组织，提升设施的

密度与质量； 面向港澳进一步加强政策开放度，

鼓励人文服务相关行业的人才到内地轮岗学习或

就业创业，提升香港人对内地制度的接受度，逐

步实现价值认同； 创意赋能、非遗转化，围绕美

食、商贸、武术、疍家等特色资源，发挥各地力量，

整合梳理文化产业链条，培育具有大湾区代表性

的特色文化品牌，以港深、广佛、莞深、澳珠中 4

片为示范建设世界级人文活力湾区。

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宜的地区居住和工作，会

综合考虑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办事效率、

休闲娱乐体验、创新创业氛围及城市文化包容度

等因素。一个城市要吸引人才并长久留住人才，

就要提供高品质的居住生活环境、开放包容的就

业与创业环境，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做好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的城市人文服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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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才政策配套的服务，提供丰富多样的娱乐消

费空间与文化休闲活动，基于传统文化特色培育

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特质。希望通过对青年人才

（尤其是港澳人才）的吸引，真正实现粤港澳三

地融合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比肩纽

约湾、东京湾和旧金山湾的世界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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