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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

作為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北區區
議員、民建聯中常委及資深社

工，他日夜操勞，苦中作樂，懷㠥
「上善若水」的信念一路走來，自有
一套「水的哲學」。在他看來，無論
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都應
像水那樣「海納百川」，匯聚成無窮
力量，推動香港再次騰飛⋯⋯

毅然踏上從政之路
在大學讀社工的時候，他積極參與各項社

會活動，很早就認識了現任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兩
人志向相投，很快結成忘年之交，陳勇順理成章加
入了民建聯。這位朝氣蓬勃的年輕人，還未畢業就
受譚耀宗邀請，統籌新界西地區工作。2001年，他
又受另一位「政治恩師」張學明賞識，進入新社聯
核心團隊，擔任副總幹事，協助拓展會務。
港人一向對政治頗為冷淡，視之為畏途，但陳勇

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他看來，就算政治
是一瓶污水，若能注入點點清流，總比沉默和放棄
要好得多。政府各項政策直接影響民生，為何不在
制訂政策前多反映民意？利用議會力量協助和監察
施政？他坦言：畢業時本可投考社會福利署較為高

薪的職位，但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毅然投身政治社
會。最令他欣慰是此舉亦得到經歷過磨難的印尼華
僑慈父全力支持，並在從政路上找到志同道合的
「另一半」，有幸組成一個溫馨的「社工之家」、「服
務之家」、「愛心之家」。

參政議政服務社群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歷練，他終於從上任

理事長溫悅球手中接棒，與梁志祥會長拍檔掌管擁
有近19萬屬會會員的新社聯。他指出，新社聯由
1985年創立時的3萬餘人，發展到如今近19萬會員
300個屬會，培育了大批青年才俊，表現了很強的活
力。「新一屆理事會將一如既往繼續團結和帶領會
員，堅持『一個大方向，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強
化兩大範疇：一是參政議政，二是服務社會。」他
堅定地說。
陳勇強調，新社聯多年來採取「兩條腿走路」，

成效顯著，廣受好評。例如上屆會長張學明，從領
導該會到當選立法會議員，一直在社區和「最高議
事廳」積極發光發熱；而剛剛過去的現屆區議會選
舉，新社聯全力為新界各區164位參選者吶喊助威，
成功支持115人進入區議會，成績有目共睹。在社會
服務方面，新社聯更是碩果纍纍，旗下社會服務基
金、再培訓中心、婦女委員會、青年委員會、豐年
委員會等服務機構，扎根基層，遍地開花，服務範
圍遍佈新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社區的一股
亮麗清泉和源源不絕的動力。

愛國陣營海納百川
除了擔任新社聯理事長外，陳勇亦兼任北區區議

員、民建聯中常委、資深社工等職。他指出，新社
聯和民建聯就像「兩兄弟」，是同一陣線的盟友。
民建聯成立之時，就受到新社聯等愛國愛港團體和
人士大力支持，大家目標一致，親密無間。縱觀新

社聯架構中，許多地區負責人亦是民建聯的地區負
責人。
「會否造成角色混淆，或者互相挖角競爭？」記

者好奇地問。陳勇笑㠥說，大家都是愛國愛港陣營
的中堅，但側重點及主攻方向各有所長。新社聯主
要活躍於新界地區服務，與民建聯都是唇齒相依的
盟友，更有條件擰成堅韌不拔的「鋼纜」，同心協
力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談到今年幾個重要的選舉，他冀望未來特首「有

遠見、有承擔」，能夠長遠考慮香港未來的發展。對
於被喻為「小型特首選舉」的「超級議員選舉」，他
認為，立法會議席由60席增至70席，其中新增的5席
「超級議員」，由三百萬選民選出，這是民主政制邁
出的一大步，對日後民主發展影響深遠。
他指出，香港是多元化社會，「超級議員選舉」

是對愛國愛港陣營的一次重要檢驗，是很大的挑
戰。因此，必須緊密團結，全力以赴，絕不可單打
獨鬥和分裂。他冀望愛國愛港陣營做好協調，可以
由一些「龍頭團體」集體來推動、統籌，爭取推出
的候選人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和認同。他冀望對香港
有擔當、有經驗、有各階層民眾基礎的區議員們積
極做好準備，凝聚整合愛國愛港力量，利用「超級
議員」平台更好地為市民發聲，為市民服務，推動
香港再次騰飛。

陳勇早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榮獲社工專業榮

譽學位，後獲中文大學法律與公共事務碩士學

位。現任北區區議員、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新

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執行董事、民建聯中常

委、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陳勇還擔任

和曾任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全國青聯（港

區）委員、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秘書長、新界青

年聯會副會長、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北區

青年協會名譽會長、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成員、城賢匯CityU Eminence Society 榮譽秘書

等職務。

陳勇是資深註冊社工，1993年加入民建聯，

2005年榮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獎章，2011年5

月出任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2011年7月獲特區

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

2007年陳勇成功創辦社會企業水陸墟，跨越公

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界線，開闢了社會服務與市場

營運並重的新路向。

「學子時代心中就有一團火，搞活動，組莊結

社」，新界社團聯會（簡稱新社聯）新任理事長

陳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侃侃而談，追

憶起學生時代趣事。而他「好管理眾

人之事」便從那時開始「㠥迷」，而

且「日益投入」，終於走上參政議

政、為民請命的「終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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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與上屆會長張學明（左二）一同出席新界社

團聯會第十屆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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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議員早年進行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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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小孩是好事、喜事」內地採多種措施與港配合

李肇星：兩地溝通合作解「雙非」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

道組 黃偉漢) 內地「雙非」
孕婦和外傭居港權問題
是兩會期間港區代表關
注的課題。港區人大代
表譚惠珠表示，以行政
程序堵截「雙非」孕
婦，仍有面對司法覆核
的可能，並強調《中英
聯合聲明》中，中英雙
方就有關問題早有共
識，故《基本法》實施
時如果出現和當年聲明
不一致，應以釋法處理
有關問題，此舉比修法
更適合處理目前的矛盾
情況。
譚惠珠昨日在全國人

大會議期間接受訪問時
表示，雖然香港社會就
是否釋法仍有爭論，但
「雙非」和外傭問題始終
涉及人大釋法，她身為
人大代表，在責任上有
需要就香港事務說明釋
法程序和合理性。她解
釋，香港一直承襲回歸
前的嚴謹入境政策，而
《中英聯合聲明》對何謂
香港永久性居民早有共
識。
譚惠珠續說，當時中

英雙方已同意保留香港既
有的入境政策，其時入境政策只限嬰
兒的父或母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才
能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從「血統」
出發而非從「出生地」決定，這是香
港保留至今的一貫入境政策。《基本
法》也已按照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的意

思，把原意變成憲制性框架，只是香
港的法院在應用法律時和當時《中英
聯合聲明》的原意不一致，以致出現
「莊豐源案」。

行政程序不能根治　
她坦言，特區政府所有行政程序

都不能根治「雙非」問題，因為這
無可避免仍可能面對司法覆核挑
戰，法庭絕對有權作出獨立裁決，
惟一可以根治和有約束力的便是釋
法。
譚惠珠又談到外傭居港權的問

題，指1996年即基本法實施前一
年，基本法草委為確保回歸後能落
實連續居港7年方能成為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規定，特別通過了一項意見供
特區政府參考，直到1997年臨時立法
會午夜立法，當時亦依據草委意見清
楚說明在輸入僱員計劃之下，家庭
傭工、領事館人員或駐軍成員留港
工作期間，不可以計算為通常居住
於港的時間以取得居留權。

無必要修改《基本法》
有建議指雙非問題可透過修改

《基本法》處理，譚惠珠直指這方法
難以實行，因為修改基本法必須在
每年兩會期間通過，但如果要求全
國2,900多名代表，通過修改一條本
已清晰的法律條文，所耗費的人力
物力時間相當巨大，非常困難，並
強調對何謂「永久性居民」和「居
港7年」，由《中英聯合聲明》到
《基本法》起草再到回歸前後，這些
入境政策一直都沒有分歧，故此，
她認為修法並無必要，釋法卻針對
了現在《基本法》實施不一致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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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表示，內地的一些孕婦到香港生孩
子的問題，內地有關部門已經採取了多

種措施，配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做好相關工
作。比如，內地公安部門在不斷加強打擊組織
內地孕婦赴港生育的非法活動的力度，中央有
關部門還會就這方面的問題繼續與香港特區政
府保持溝通和合作。

借聞一多《七子之歌》比喻港回歸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記者問及「怎

麼看待香港這15年來的變化和發展，及未來的
前景」時，李肇星說：「你的問題使我一下子
就想起了偉大的愛國詩人聞一多的那首著名的

《七子之歌》，在《七子之歌》裡他把我們的香
港比喻為一個被迫離開了祖國母親懷抱的孩
子。」
《七子之歌》是聞一多於1925年3月在美國

留學期間創作的一首組詩，詩中用香港的口吻
說：「母親呀，我哭泣號啕，呼你不應。母親
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我要回來，母
親！」李肇星說，我們非常高興，也感到
非常幸福，15年前，1997年7月1日零時，
我們祖國的一部分—可愛的香港，終於又回
到了偉大祖國母親的懷抱。

喜見15年來 港保持繁榮穩定

李肇星又說，我們高興地看到，15年來香港
保持㠥一片繁榮和穩定景象，香港同胞享受㠥
史無前例的民主權利，我們也相信香港的未來
會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生小孩是好事、喜事，相信我們一

定會通過溝通、合作，把好事辦好。」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副秘書長、大會發

言人李肇星4日針對內地「雙非」孕婦赴港生子問題作出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

香港過去一年因「雙非」孕婦湧港產
子等問題，造成社會內對部分內地人
士有所不滿。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
忠將於今年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提出
建議，希望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正視
內地與香港間的矛盾問題，制訂長遠
有利內地與香港融合的有效政策。
中央政府過去給了香港不少經濟優

惠，包括旅遊、金融、專業服務等一
系列措施，但內地同胞並沒有得到香
港民眾認同。楊耀忠認為，除「雙非」
孕婦湧港產子，又出現內地教授罵港
人等問題，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矛盾。
他建議，內地與香港政府應盡快制

訂有效的政策，減少香港人對內地人
的矛盾心態。其中，內地與香港政府
應處理好「雙非」孕婦湧港產子的問
題，包括針對違規來港產子的「雙非」
孕婦制定罰款法則，以減少雙非孕婦
闖關產子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內地孕婦湧港
產子的問題惹起社會極大關注，港府下月將
決定明年本港公私營醫院接收非本地孕婦的
分娩名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預計，
因應本地婦女生育率提升，當局傾向削減非
本地孕婦的分娩名額。他又表示，由於內地
孕婦衝急症室，令前線醫護人員工作壓力大
增，工作磨擦加劇，呼籲未有預約分娩登記
的內地孕婦不應來港產子。
社會有強烈聲音要求本港醫院減收內地孕

婦，但私家醫院聯會早前指內地孕婦的名額或
無減少空間。周一嶽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
稱，目前雖然仍未與私家醫院商討內地孕婦的
明年分娩服務名額，但由於本地孕婦產子數目
上升，港府的立場清晰，原則是優先服務本地
孕婦，傾向調低私家醫院內地孕婦的名額。
周一嶽說：「近來看到愈來愈多香港的年

輕人結婚，亦有更多人生小孩，相信無論是

今年龍年效應，抑或將來一年也好，應該會
有更多本地小孩出生，所以私家醫院的內地
孕婦限額一定要減。」至於減幅，他指須視
乎多方面因素，當局下月將作公布。
對於近日有內地孕婦利用虛假醫療文件預

約香港的分娩服務，周一嶽指多個政府部門
近期互相配合，加強執法，「入境事務處及
衛生署的同事會盡量勸喻沒有簽證的孕婦不
要來港，急症室或醫院的產科部門。亦會留
意孕婦登記的資料是否正確，若發現是假
冒，會立即交由警方跟進」。
周一嶽又說，不同部門將會調查中介人出

沒的地方，亦會向醫院婦產科了解有關孕婦
的資料，以協助追查；民政事務署也會巡查
「月子公寓」等違規居住，以打擊逾期居留
的內地孕婦。他重申，預約分娩證明若提供
不實、假冒或塗改過的資料均屬違法，違例
者會被檢控。

周一嶽：減私院內地孕婦名額

■李肇星表示，內地有關部門會繼續就「雙非」

問題與香港特區政府保持溝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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