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祖) 「新老
有更替，薪火永相傳！」全國政協特別向123名港區榮
休委員頒發紀念牌及榮譽證，答謝老委員為香港回歸祖
國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為祖國現代化建設貢獻智慧及
力量。受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委託，全國政協常委、副
秘書長孫懷山於上周五專程來港，向榮休的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頒發榮譽證及紀念牌。孫懷山說：「證牌深深鐫
刻 港區委員的特殊榮譽。證牌雖小，但情誼深厚，值
得我們倍加珍惜用心珍藏。」眾老委員「謝幕下台」難
免感慨，但他們均異口同聲地說：「愛國之心永遠年
輕，作為愛國者永不言退！」

「愛國之心永遠年輕」

全國政協向合共123名港區榮休委員頒發紀念牌及榮

譽證，並於上周五舉行簡短而莊重的頒發儀式。孫懷山
受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委託來港，代表全國政協向榮休
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逐一頒發榮譽證及紀念牌，在出入
口岸給予通關便利(見下表)。
孫懷山表示，是次派發的榮譽證，緣於香港委員的聯

名提案，全國政協高度重視，專門於去年組織調研到口
岸實地走訪，之後形成報告，並一直推動跟進落實。本
月16日，公安部下發了通知，明確規定對港澳退任全國
政協委員，憑全國政協辦公廳製發的榮譽證，比照現任
委員給予通關便利，以酬勞他們過去的辛勞貢獻。

充分發揮旗幟骨幹作用

他續說，諸位「老朋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或常委多
年，見證了祖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經歷了

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及香港回歸後的平穩過渡及繁
榮發展，大家作為親歷者、實踐者及推動者，長期以來
在全國政協「大家庭」，圍繞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做好
人民政協工作，積極獻策出力，全心投入、傾情奉獻，
充分發揮了香港委員在特區的旗幟作用，骨幹作用及推
動祖國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孫懷山感言，「往事歷歷在目，精神最為可貴，委員

在各自任期內不辭勞苦，勇於奉獻，不愧是政協委員中
的優秀代表」。為大家頒發紀念牌及榮譽證書，就是最
鮮明的體現，最有力的證明。他希望退任委員繼續為國
家的統一和繁榮昌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共同實現
「中國夢」貢獻力量。政協將會把老委員們的厚德和奉
獻精神傳承給新一代委員，使優良傳統代代相傳。

所做工作載史冊 「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政協向來有 「結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優
良傳統。出席儀式的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說，35年來，
國家改革開放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香港「一
國兩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從科學構想到生動現實，
各位委員擔當見證者及參與者：「祖國的發展進步包含
了大家的智慧貢獻，香港繁榮和諧也印證 大家的辛勞
及汗水，為國家為民族為香港所做的工作，記載於史
冊，祖國及人民不會忘記，香港也不會忘記！」
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代表退任港區委員發言。

他形容，政協就像「大家庭」，在政協工作的經歷令人
難忘，雖然已經不再擔任政協職務，但愛國愛港之心將
永遠年輕，並將繼續心繫政協事務，關心祖國發展，
「『謝幕下台』難免總有點感慨，但今天榮休委員卻是興
高采烈。政協又是官又是民的『大家庭』，可能當委員
的時間長，也相信這是自己的家，今天『家長』向我們
頒發榮譽證，就是承認我們還是大家庭成員。我楊某人
老了，但愛國愛港之心將永遠年輕。政協常委退了，但
作為愛國者永不言休，永不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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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祖) 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鮮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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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證 姓名 歷任委員情況

編號

HK1 于元平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 馬　臨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 馬介璋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 馬澄坤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 雲大棉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 文　樓 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 方　鏗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 王丹鳳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HK9 王國華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 計佑銘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

一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

HK11 鄧廣殷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2 鄧兆棠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3 韋基舜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4 馮永祥 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5 馮慶鏘 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6 馮國倫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7 古勝祥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8 鄺廣傑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9 劉宇新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0 劉志強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1 劉迺強 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2 劉詩昆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3 劉皇發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4 劉浩清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5 劉夢熊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6 劉鴻書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7 呂志和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8 呂明華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29 孫必達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0 莊啟程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1 朱孟依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2 朱蓮芬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3 朱景輝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4 湯偉奇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5 許仕仁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一屆全國政

協常委）

HK36 阮北耀 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7 何世柱 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8 何志平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39 余　燊 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0 利漢釗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1 吳家瑋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2 張雲楓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3 張永珍 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

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

HK44 張國良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5 張信剛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6 張勛賢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7 李　揚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8 李　靜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49 李大壯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0 李業廣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1 李君夏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2 李國強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3 李祖澤 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4 李覺文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5 李曉華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6 李群華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7 杜　毅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8 楊　光 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59 楊　瀾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0 楊孫西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HK61 楊海成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2 邱德根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3 鄒燦基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4 陸達權 第七、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5 陳鳳英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6 陳玉書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7 陳奇偉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8 陳金烈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69 陳復禮 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0 陳振東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1 陳清泉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2 陳瑞球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3 周永新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4 林貝聿嘉 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5 林國文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6 羅友禮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7 羅祥國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8 鄭蘇薇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79 鄭明明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0 鄭海泉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1 鄭耀宗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2 姚志勝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3 施子清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副主任）

HK84 施展熊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5 施祥鵬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

主任）

HK86 查懋聲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7 洪清源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8 洪敬南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89 胡　仙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0 胡應湘 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

員（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

員會副主任）

HK91 胡法光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2 胡鴻烈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

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HK93 榮智健 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4 閔建蜀 第六、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5 唐翔千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

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HK96 夏　夢 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7 徐國炯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8 徐是雄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99 談理平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0郭修圃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1郭炳湘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HK102高苕華 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3梁欽榮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4黃　鑑 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5黃守正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6黃智超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7彭磷基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8曾文仲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09曾鈺成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0蔣麗芸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1謝　炳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2謝中民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3謝志偉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4藍鴻震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5賴慶輝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6蔡志明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7蔡國雄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8蔡德河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19潘江偉 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20潘宗光 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21潘祖堯 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22黎錦文 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HK123簡福飴 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多 年來，人民政協在國家發展歷程，擔
當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積極為國

建言獻策，並肩負 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
團結聯誼的重要橋樑角色，成功廣泛匯聚民
意民智，編寫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
議政的亮麗篇章。去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明
確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強調協商
民主是國家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
要豐富協商形式完善協商制度，推進協商民
主廣泛、多層及制度化發展。

黨與國家看重人民協商功能

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孫懷山受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委託，於上周專程飛來港，向
榮休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頒發榮譽證及紀念
牌。孫懷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訪問時指出，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
把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說明
黨與國家更看重人民協商功能，也更大力推
進民主政治發展。
他深信，隨 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國家建

設以至整個社會風氣，都會逐步走向正確的
軌道，「所以說，人民政協事業發展指日可
待，而且中央特別重視及強調協商民主，說
明政協的社會影響及實際作用也只會越來越
大」。
孫懷山說，隨 國家事業不斷發展、政治

制度向前推進發展，人民政協制度肯定會不

斷完善，關鍵在於「規範化、制度化、程序
化」，認為政協充分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
督、政治協商的三項職能，對國家執政科學
化大有裨益，避免走彎路，「充分發揮人民
政協參政議政的職能，和民主監督的職能，
和政治協商的職能，對我們共產黨執政科學
化、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大有
幫助大有裨益」。
他坦言，「政協精英人才輩出，政治協商得

到充分利用、充分發展、充分發揮，有助於
決策者更好落實科學發展觀，政策也能更正
確、更科學、更有效。這個13億人口的大
國，很多事情是前人未做過，這是需要探
索、需要集中全國人民智慧。全國政協擁有
各界代表，充分發揮政協職能，這對國家政
治建設很重要」。

傳承「愛國愛港」人士精神

孫懷山並指出，榮休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在歷史上，為國家祖國統一、為香港回歸祖
國、為內地改革開放、為「一國兩制」實現
作出了很大貢獻，希望更多「愛國愛港」人
士學習及傳承他們的厚德和奉獻精神，讓
「愛國愛港」的力量越來越大，「那麼將來的
下一步呢？我們也希望更多『愛國愛港』人
士把他們作為榜樣，傳承他們的精神，讓香
港與祖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關係越來越
密，這是很重要的方向」。

123名榮休港政協委員名單

123榮休港委員獲頒榮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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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訊 (記者 鄭治祖) 內地與香
港在回歸後交往越來越密
切，其間難免會因文化差異
而出現紛爭，全國政協常
委、副秘書長孫懷山在接受
訪問時形容，「這是難免
的」，但相信隨 內地與香港
的文化交流，經濟合作，往
來越來越多，將逐步減少隔
閡增加共識，慢慢地會「更
為融和，更加貼近，更加緊
密」。
孫懷山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坦然
回應了內地與香港近年來交
往過程中的矛盾：「香港與
內地的文化紛爭，因為香港
很長的時間在英國殖民統治
下，文化上既有中國傳統文
化基因，但也受到外來文化
的影響；正如我們內地中華
文化有深刻基因，也受到文
革影響，令人民在認識上產
生差異，這個都是難免的，
這也是歷史進程，我們應該
承認差異。因為有這種不同
的環境，土壤及氣候是那麼
不一樣，她肯定會有差異
性。」
展望未來，他深信在國家

發展的大環境下，內地與香
港的文化交流、經濟合作、
往來會越來越多，正確的中
華民族傳統文化其中的精髓
肯定會得到弘揚，外來的優
秀文化也會得到吸收，逐步
減少隔閡增加共識，雙方慢
慢地會變得「更為融和，更
加貼近，更加緊密」：「我
相信將來減少隔閡、增加共
識，這個是肯定的方向！」

：

■孫懷山期望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進一步發揮「愛國愛港」

力量，讓香港與祖國「關係越來越密」。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