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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
越來越多專業人士參與其中，發揮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
驗，協助國家建設。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商界(二)議
員廖長江今屆繼續競選連任港區人代，強調自己會在未
來的人代工作中，加強對國家法制建設和社會管理制度
兩方面多提意見，特別是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已30年，但
社會管理制度未能跟上，發生了許多如溫州動車事故等
人為災難，因此未來會在這些方面多提出自己的意見。

為國家面對外內矛盾困難提建議
廖長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亦是港人參與國家事務的重

要平台之一。自己爭取連任，是希望能夠通過履行代表
的職能，參與國家事務，盡己所能為國家面對的外部及
內部矛盾和困難提供建議，並為國家進一步建立富強、
民主、法治及和諧社會的重大使命作出貢獻。

續監察依法施政 推反貪反腐
他在競選連任政綱中，提出關注國家法制建設和社會

管理制度。在法制建設方面，國家目前的法律的確是是
比較全面的，但精確性和操作性方面仍有待改善，尤其
是目前內地社會上的法治意識依然薄弱、有法不依的情
況仍然嚴重、貪污腐敗的情況亦相當嚴峻。他一旦成功
連任，未來會繼續監察內地政府依法施政，推動加大反

貪反腐力度，促進國家法制和法律進一步完善。
國家社會管理制度方面，他認為，國家經濟發展在過

去30年發展非常迅速，但社會管理制度的發展未能跟上
經濟發展的需要，亦導致過往發生許多人為災難，如溫
州動車事故、多宗煤礦礦難等問題，顯示內地目前的社
會管理制度未完善，需要未來繼續跟進這方面的發展和
推動工作。
廖長江強調倘若自己當選，定會盡力發揮自己專長，

實踐理念，亦當為推動內地與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
架下共同發展、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而努力，並鼓勵香
港年輕一代「背靠祖國、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及為保
障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與和諧出一分力。

廖長江爭連任 專注法制建設社管

「一國兩制」盡本份 張鐵夫首踏「擂台」
44載公職生涯港佔半 誓為港人盡綿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盡我本份！」這不僅是中聯

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的競選口號，也是他在港工作22年來的真實寫

照。首踏「選舉擂台」、競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張鐵夫在接受本報專訪

時說，自1991年起參與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親歷香港回歸、見證

香港平穩過渡，深深體會到「香港是本難讀的書」，其中經歷風雨取得的

成就更是得來不易。

15
年前的7月1日，香港在全球目光匯聚下回歸祖國。張鐵夫說，當年有幸見證解
放軍駐港以至中英交接的歷史性時刻，激動得不禁流下男兒淚：「香港回歸祖

國真是得來不易，多年來經歷中英談判、三違反政改方案、失去直通車、臨時立法會
等，最終圓了150年的回歸夢，我經常都講：44年公職生涯，在香港22年時刻特別珍
貴、特別值得回憶！」

熟兩地差異 做好3工作
在44年的公職生涯中，張鐵夫先後在內地政府部門及中聯辦工作，深諳內地及香港

事務，了解雙方社會文化差異。因此，期望通過參選全國人代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廣泛聯繫社會各界，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聆聽市民意見訴求，積極通過各種方式及
渠道，向中央政府及內地有關部門反映；二、更好發揮橋樑作用，全面促進香港與內
地間交流合作，促進相互了解建立互信；三、充分發揮熟悉內地事務優勢，切實維護
港人的合法權益。
被問到香港「這本書」是否難懂？他坦言：「這本書確實好難讀！雖然我在香港工

作生活了廿多年，鑽研學習多年，仍然處於學習階段，對好多事仍然感到好新鮮。畢
竟，內地是社會主義、香港屬資本主義，兩地的體制完全不同，在香港工作絕對不可
以套內地的工作方法及思維觀念，因此香港只會有『中環治港』，何來『西環治港』？
我期望透過人大代表繼續學習香港『這本書』，為港人盡本分、盡綿力！」
今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選情熾烈，張鐵夫自「拍板」決定參選以來，連月來一

直親力親為、馬不停蹄，做好「選舉工程」。為了精益求精，他的競選單張設計由內
容、字體、相片等都經過連番改動，最終要歷經14稿才大功告成；他又透露，競選口
號是經過慎密考慮後設計出來的。
他又說，自出任社會工作部部長以來，他一直採取「團結實幹、服務社會」的「部

風」，初時參選人代都想繼續沿用「團結實幹、服務社會」作為競選口號，但考慮到口
號局限於社工部的層面，最後決定以「一國兩制、盡我本份」的使命作為競選口號，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嶄新實踐，多年來更是邊學習《基本法》邊不斷總結；盡
我本份則是我的座右銘」。

「從無想過做票王」 續努力拉票
踏入選舉大直路，張鐵夫坦言，香港選民非常成熟，在大家「自行配票」情況下，

自己仍然有落馬危機，為此他一直抱㠥危機感投入競選工程：「我從來無想過做票
王，在剩餘幾日的最後倒數階段，我會繼續努力拉票爭勝！」他並趁機感謝現任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中聯辦主任助理王如登的全方位指點提醒，和已退休的中聯辦社會工
作部副部長黃清芳、宣傳文體部副部長陳亞瓊、九龍工作部副部長余汝文、港島工作
部副部長陳幟彬的幫助，讓他的選舉工程更加順利順暢。

主動了解香港各界訴求
張鐵夫表示，晉身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自己就是全港市民的代表，故服務範圍會較

目前更廣泛，希望當選後可更好反映港人對國家事務意見、全力協助港人解決涉及內
地問題、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尤其是推動社會福利交流等方面：「我有責任更
加主動進一步了解香港各界的訴求，多聽其他界別對國家建設、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意
見，多向國家建言獻策，並更加積極解決港人在內地的問題。」

年接3000個案 最難忘「阿福歸家」推兩地社福合作 更高層面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選舉結果未揭

盅，張鐵夫已經滿腹大計，計劃一旦當選立
即㠥力推動香港與內地社會福利合作交流，
以配合「十八大」對民生問題的密切關注。
張鐵夫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近年內地推動
社會改革及社會建設，不斷開展與香港在社
會福利方面的合作交流，自己未來會總結及
疏理社會服務專家的經驗，在更高的層面建
言獻策。
張鐵夫回顧自己的工作說，近5年來，推動

香港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近100批3,000餘人次赴
北京、上海、廣東等20多個省市，開展多種
形式的社會福利考察及交流，促進香港社福
界對內地的了解；協助內地民政、殘聯、婦
聯、青聯及老齡等系統及單位赴港考察社會
服務機構，推動內地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專
業的建設和發展，提升專業水準；推動香港

社福機構與內地民政部門合作舉辦兒童、護
理、康復、安老、社福、機構管理等專題培
訓班、研討會，積極為香港與內地社會福利
發展規劃建言獻策。

牽線搭橋 150港社工助粵培訓
同時，他全力支持香港社福機構配合國家

開展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試點及探索工
作，積極為香港與內地特別是深圳、東莞、
廣州市等地，就社會工作領域交流與合作做
好牽線搭橋工作。自2007年以來協助香港社
福機構派出近150名資深香港社工督導，為廣
東省提供督導及培訓工作，對當地高起點發
展社會工作，快步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化及職
業化水準，獲國家民政部及廣東省政府高度
評價。
針對香港社福機構在內地交流合作中遇到

的困難及問題，張鐵夫多年來努力溝通內地
各級政府部門，協助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
會工作人員協會、聖公會福利協會、小童群
益會、鄰舍輔導會等香港非政府機構在內地
尋求合作夥伴、相關政策支持、申請登記註
冊等具體事宜，有效協調解決香港社會福利
機構與內地的合作問題，推進兩地在社會福
利領域的互信及融合，為香港社會福利機構
開拓內地服務領域創造有利條件。
為全力支持香港社福界人士參與災後重建

工作，張鐵夫最近5年來，推動協助香港社福
機構派出共500多名社工、義工參與南方冰雪
災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肅舟曲泥石
流、青海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的緊急哀傷輔
導、心理支援服務及各項災後重建工作，配
合當地政府完成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災後救助
社會服務工作。

張鐵夫擔任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
長以來，每年接獲的港人涉及內地
問題個案高達3,000宗，多年來見盡
人情冷暖、天災無情，更感受到人
間大愛。張鐵夫坦言，廿多年的社
會服務，最難忘的是「迎接香港抗
震英雄黃福榮回家」，被他身上閃爍

的「施比受更有福」精神感動。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7.1級地震

奪去1,700多個寶貴生命，香港之子「阿
福」黃福榮救災期間不幸犧牲。張鐵夫
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九龍工作部接獲黃
福榮親友求助，並轉介社工部跟進，他
立即派遣兩名處長飛抵青海，抓緊時間
做好協調，讓英雄最後一程平順暢通：
「當時青海死傷人數多條件有限，震災
搶救好忙碌，為應家屬要求做好遺體運
送，中聯辦專程邀請北京殯葬協會負責
人飛抵青海幫忙，向他致以最深的敬

意！」

尋親個案 助母女團聚
秉持大愛精神，張鐵夫在選舉期間也

「不避嫌」地處理了一宗尋親個案：求
助人是來自廣東開平的母親，早年經
介紹嫁給香港居民並誕下女兒，後來
丈夫另結新歡，但丈夫卻禁止母女相
見，當時開平法院《民事調解書》並無
註明探望權，沙田社會福利署愛莫能
助，此後廿多年女兒更是了無音訊；
近年她不幸患有乳腺癌，盼望有生之
年能再與女兒重逢，最終向中聯辦求
助。
張鐵夫說，「我嘗試聯絡當區區議員

協助，發現其女兒竟被送往保良局，最
終讓她們母女團聚圓夢」，而這種血濃
於水的骨肉親情教他感動萬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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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夫親歷香港回歸、見證香港平穩過渡，深深體會到「香港是本難讀的書」。 黃偉邦 攝

■張鐵夫被黃福榮(阿福)「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所感動。 ■張鐵夫協助尋親個案，促成母女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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