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 •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

祖)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3月發表就職講話，

用「中國夢」勾勒出中國發展新藍圖，一語

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心底願望，包括擔任廣東

省政協委員15年，至2010年獲增補為全國政

協委員的簡松年。如今放眼全國，簡松年抱

㠥「愛國心」，希望發揮法律專業，協助國家

實現「美麗中國夢」，尤其是在國家反腐倡廉

方面，他建議國家引入財產申報制度這塊

「照妖鏡」，避免「毒瘤擴散」，為國家帶來管

治隱憂：「國家富強，社會穩定，人民安居

樂業豐衣足食，這就是我的『中國夢』！」
作反腐「照妖鏡」
倡引入財產申報

洪錦鉉出謀獻策 助「幸福長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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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松年3年前由廣東省政協委員走到全國政協委
員的「新跑道」。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

政協專刊訪問時形容，省政協跟全國政協均屬參政
議政的民主協商，委員需發揮所長為國家建言獻
策，工作性質大同小異，但全國政協牽涉國家不同
地方，須以更廣闊視野、更深層次思考草擬提案。
他舉例說，今年是內地900萬名大學畢業生面對前

所未有的艱難時期，如果聚焦廣東省問題不大，但
放眼全國卻發現，東西部人民生活水平差天共地，
西南西北等地有大批畢業生失業：「富裕地區根本
無法吸納全數畢業生，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就可以
就全國性政策提出建議，包括鼓勵部分工種邊學邊
做，甚或放下身段做營業員，配合國家家電下鄉發
展第三產業。正如攻讀工程想從事水利，國家哪有
這麼多工程崗位？」

建議中央統籌組 推下崗再培訓

簡松年指出，近年國家出現大規模的企業倒閉
潮，不單令地方經濟萎縮，更迫使大批民工下崗，
回鄉後更是了無生計，令不少政協委員都關注到民
工下崗的生活問題，包括建議由中央統籌「農村民
工再培訓工作小組」，展開下崗再培訓，「國家推行
『騰籠換鳥』，規定密集式污染的工廠向西移，最終
單是廣東省就有5萬間廠倒閉。及後，中央政府亦接
納政協建議，開始循再培訓方向發展」。

關注倡廉 免「毒瘤擴散」

展望未來，簡松年將重點關注國家的反腐倡廉。
他直言，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才能
確保社會穩定及民族團結，而貪腐就儼如癌細胞或
毒瘤，倘不斷擴散最終可能會亡黨亡國，建議國家
引入財產申報制度這塊「照妖鏡」，避免「毒瘤擴散」
為國家帶來管治隱憂，「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會容
易激發社會不安，或可能影響共產黨執政。但貪腐
牽涉的關係千絲萬縷，最重要是制度化包括引入財
產申報制度」。

他坦言：「習近平提倡『習八項』，充分展現出領
導層打擊貪腐的決心，盼望打造『清廉政府』，以身
作則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今時今日，國家已經面對很大的管治隱
憂，特別是貧富差距，而貪腐正為執政黨管治帶來
很大的危機。去年3月兩會落幕，有記者要求我細訴
心中的『中國夢』，我回應說：國家富強，社會穩
定，人民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就是我的『中國
夢』！」

倡港及早參與「十三五」規劃草擬

簡松年又認為，香港應及早參與國家「十三五」
規劃的草擬，爭取專業服務第三產業的進一步發
展，與國家優勢互補、共創雙贏，「香港的先天性
弱點是無資源無硬件，倚靠管理經驗的軟件，包括
金融、保險、物流等專業服務的第三產業，特別是
外匯進出自由的金融業，這正是國家需要及缺乏，
香港應與國家資源相結合，發掘更大生存空間。國
家有不少民企坐擁過億盈利，為此，我不時鼓勵港
人放遠眼光北上發展」。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

刊訊 (記者 鄭治祖) 曾任3屆
廣東省政協委員的簡松年，
在任內見證㠥廣東省的火速
發展，潛力強勁，感受有喜
也有悲：悲的是黑心食品仍
遍地開花，喜的是有關部門
接納了政協委員的不少建
議，令情況逐漸改善。
簡松年向香港文匯報•人

民政協專刊記者直言，內地
黑心食品層出不窮，令他
「大開眼界」，難以忘記，
「蝦米假的、雞蛋假的，什
麼都可以是假貨，工業用
油、地溝油，食了會中毒致
癌的，單是這些問題，我已
跟內地部門嘈了很多次」。

提「懸賞制」
動員群眾助執法

他批評內地部分無良生產
商賺錢至上，當年積極要求
當地政府正視食物安全問
題，而針對內地公安部門擔
心人手不足難以執法，他提
出「懸賞制」，務求做到
「全民皆兵」：「當時黑心
製造工場的員工薪水很低，
環境又不衛生，如果凡舉報
的，小則有獎金1萬，大型
工場可以有5萬懸賞，哪怕
廣東幅員廣大，也可以動員
群眾協助執法。」
簡松年的意見最終雖獲得

採納，但身為律師的他深明
要根治問題，還要立法嚴刑處理違規
者：「如果捉到只是罰款，10多萬元對
生廠商來說『濕濕碎』，因此我亦建議
當局要立例充公所有非法所得，戶口有
幾多億都要充公，這樣才有阻嚇力及打
擊作用！」
結果，在全國人民關注下，《中華人

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於2009年初通
過，罰則雖未至於充公違法者所有非法
所得，但總算邁出一大步，廣東省及各
地省市的黑心工廠也稍為收斂。

建言改善口岸人流

簡松年又說，廣東省當今成為全國第
一經濟大省，但多年前這所「國家南大
門」卻烏煙瘴氣：「一過關，全部是洗
腳按摩店的服務員在拉客，在禁區也泊
滿了接送專車，如此張揚當然是有人
『收了水』，國家體面何在？」他慶幸當
局認同政協委員的意見，成功改善關口
人流物流問題，認真改善形象，重建觀
感：「雖說政協委員只能建言獻策，沒
有實質權力，但在監督政府施政上同樣
扮演㠥一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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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㠥國家富強，內地人民富裕起
來，當然開心，但同時看㠥香港人自

我邊緣化，科技、物流被迎頭趕上，也多少有點傷感。」簡松年
在訪問中嘆道。

部分人「眼紅」內地發展 心理不平衡

香港要加強與內地融合，搭上經濟發展的快車已成為了香港未來
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不過，隨㠥雙方交往漸多，近年香港居民
與內地居民的誤解和衝突也越來越多。簡松年坦言，這是在磨合過
程中難免出現的文化差異所衍生的矛盾，也源於兩地互相妒忌的心
態，甚至有部分港人因「眼紅」內地發展，心理上感到不平衡。
他說：「當年港人『抬轎回鄉』，內地同胞眼紅香港風光，今

日，就輪到港人眼紅國家富強及消費力強，加上特區政府採取打
擊水貨客，又實施限奶令等針對內地人的措施，衍生矛盾是必然
的。」
簡松年促請特區政府善用千億儲備，透過扶貧委員會採取措

施，拉近貧富懸殊，減低基層市民對政府的不滿，「現在反對派
一吹雞，很多基層年輕人響應，一起講粗口發洩，這或多或少與
他們居住環境狹窄，不滿現狀有關。」
同時，特區政府應該重推中國歷史課程，讓香港新一代學習國

家歷史，理解今天的發展成績得來不易：「香港80後、90後年輕
人好慘，完全不認識國家的發展歷程，所以他們會說『我是香港
人，不是中國人』，但很難怪他們。」

努力搞好經濟 能重拾昔日光輝

在政府要做好工作的同時，簡松年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要
謹記只有兩地互補合作，才能達致雙贏，「大家都是龍的傳人，
又是中華兒女，看見內地人生活改善，香港自己要更加勤奮努力
搞好經濟，才能重拾昔日的光輝」。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我 心 不 快

■習近平與簡

松年握手。

■俞正聲與簡松年合照。

■令計劃與簡松年合照。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鄭治祖) 被譽為東北第二大都市的長

春，有700多萬人口，是東北地區中部

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民建聯

常委、觀塘區議員洪錦鉉去年獲邀擔任

第十二屆長春市政協委員後，樂於為當

地落實「幸福長春」的目標分享經驗，

出謀獻策。他深信，真正的幸福不只限

於追求高速經濟發展，亦不只講究用金

錢堆砌的數據成效，更重要是政府能打

通民意諮詢渠道，做到民情上達，無論

是「幸福香港」還是「幸福長春」，最

重要都是官員能關顧百姓需求，讓大眾

感受到幸福。

首訪長春如白紙 引入新思維

洪錦鉉在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記者談起與長春的淵源時笑說，去年

底第一次出席政協會議是他首次到訪長

春，事前對當地的認識可謂白紙一張，

但這一點反而令他與其他在當地經商的

委員有所不同，可以從在香港服務社區

的角度，引入更多地區新思維。

「當地領導很樂意聽不同意見」

作為政協新丁，他憶述首次開會時全
體委員坐滿一整個禮堂，自己心情戰戰
兢兢，「不少委員手執講稿分析，自己
作為初哥一開始也靜觀其變，後來才發
現論壇活動非常開放，舉手就能暢所欲
言，當地領導也很樂意聆聽不同意
見」。
長春經濟實力近年持續增長，除了重

工業蓬勃發展外，資訊及創新科技等也
商機處處，當地政府亦愈趨關注人民生
活素質及建構現代化管理。洪錦鉉在討
論「幸福長春」的論壇上，就引用香港
調查顯示，在香港基層人士比中產人士
幸福感更強，反映百姓是否快樂，並非
單以金錢及收入作衡量，相反政府能否
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政策措施是
否到位，在某種程度上比經濟數字更為
重要。

完善諮詢架構 助基層聲音上達

洪錦鉉強調，無論是在香港或內地，
一套完善諮詢架構和機制均有助基層聲
音上達，同時政府官員亦應主動走入群
眾，了解小市民的所想所求，這樣才能
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真正解決百姓疑

慮，回應民意，讓人民感受到生活幸
福。他透露，現正計劃在年底的政協會
議提交提案，進一步就優化長春諮詢民

意架構提供具體意見，同時也會多了解
當地文化及經濟發展，扮演兩地互動交
流的橋樑。

■身為九龍社團聯會秘書長的洪錦鉉，發表施政報告民

調。 資料圖片

■洪錦鉉(右)認為，無論是「幸福香港」還是「幸福長

春」，最重要都是官員能關顧百姓需求，讓大眾感受到幸

福。 資料圖片

■洪錦鉉(右一)出席中港青社聯政制論壇。 資料圖片

睹港人自我邊緣化
「多少有點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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