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迎來六十五年華誕，可喜可賀。香港

文匯報與我的祖輩，與我所在的黨派民革淵源深

厚。我的祖父李濟深，他繼承孫中山先生愛國、革

命和不斷進步的遺志，於1948年1月1日在香港與中

國國民黨民主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同創辦了中國國

民黨革命委員會。當年祖父身居高位，清廉節儉，

為創辦文匯報，他賣掉了桂林的房產籌得一萬港

幣。幾經努力，香港文匯報於1948年9月9日正式創

刊，祖父李濟深出任董事長。文匯報創刊伊始，愛

國愛港、團結民主即是它鮮明的旗幟與特色，並以

權威迅捷的報道特色，一躍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報

章。

上個月，我第一次踏足香江，為李濟深夫人、我

的祖母掃墓，第一次到訪香港文匯報報館，在香港

短短幾天的時間裡，我的多個心願得以實現。雖然

是第一次參觀文匯報，但我對那裡一點也不陌生，

由於親情，更由於歷史與時代讓我們結下文匯緣。

記得那天，在社長王樹成先生的引領下，我們到報

史陳列室參觀，看到許多前輩與名人，都為文匯報

的創辦做出了重要貢獻，那一張張照片，那一件件

珍貴的史料文獻，記錄 文匯報65年不平凡的發展

歷程。看到文匯報從當年陳舊的小屋艱辛創業一路

走來，如今已發展成為海內外華文世界的旗艦報

章，我不由得心情激動，感慨萬千。

六十五年前，我的祖父、祖母在香港親歷了文匯

報的創辦，祖父北上又參與了新政協與共和國人民

政府的創立，見證了新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繁榮與

富強；六十五年後，文匯報參與到「一國兩制」的

成功實踐，更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中國夢的實

現努力奮進，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祖父祖母在天之

靈更可欣慰。

我現在擔任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民革是具有政

治聯盟性質的、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

國統一事業的參政黨，她成立於香港，今年也適逢

成立六十五周年。近年來，民革中央向中共中央、

國務院和全國政協報送相當數量的建議和提案，得

到中央的高度重視。民革參與舉辦的「海峽論壇」

已成為兩岸重要的民間交流平台。這些領域與平

台，我們也希望和香港各界人士，和香港文匯報加

強協同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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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敏冀企業界推動兩岸經貿合作

海峽兩岸同胞「圓夢」系列活動在京啟動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近來，
多位民主黨派領導人率調研組，分赴各地進行專題調
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一
行赴江西，調研「人身損害賠償法律適用、中央財政轉
移支付」等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
央主席陳竺調研的是「關於在黑龍江省建立國家安全食
品生產基地」；而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韓啟德調研的是促進科技服務業發展。
萬鄂湘在專題座談會上指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是政

府保持地區平衡、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財政手段。江西
要進一步科學測算、規範分配，最大限度發揮資金使用
效益。對於徵集到的意見建議，調研組將及時歸納整
理，形成調研報告，促使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更加公平、
透明，促進中部地區更好發揮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用，
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陳竺赴黑龍江 調研國家食安基地

本月9日至12日，陳竺一行深入北大荒博物館、完達
山陽光乳業有限公司、北大荒奶牛養殖有限公司、農工
黨黑龍江省委會考察，並召開專題座談會，與專家學
者、企業負責人以及政府各相關部門同志交流座談。陳
竺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民眾對食品安
全的需求日趨迫切，對生態安全、環境保護更加關注，
在黑龍江省建立國家安全食品生產基地正當其時。
陳竺表示，在黑龍江省建立國家安全食品生產基地，

要以深化改革為動力，充分發揮區位優勢。要進一步重
視土壤濕地資源環境保護，繼續深化農田水利工程建
設，建立服務糧食安全的水利保障體系。要進一步探索
創新土壤環境保護的管理模式，盡快實施土壤污染防治
戰略。要突出重點，加強對特色產業的保護和支持，探

索建立穩定農民收益的保障機制。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
的監控機制，形成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監管體系，探
索從源頭上解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現實途徑。

助力科技服務 韓啟德考察京滬深

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率九三學
社中央調研組則先後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就促進科技服
務業發展展開專題調研。韓啟德在調研中表示，科技服
務業作為為科技成果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服務的專業性行
業，已涵蓋了研發設計、技術轉移、創業孵化、科技金
融和科技諮詢等諸多領域。科技服務業的發展要一棒接
一棒地接力向產品推進，不斷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分擔
創新風險，分享產品利潤。
「助力科技服務業發展」也是九三學社中央今年黨派

大調研的主題。韓啟德指出，大力發展科技服務業，是

當前打通科技和經濟轉移轉化通道的關鍵突破口，是落
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 力點，應高度重視其對國
民經濟發展的戰略性作用。

黨派領導人分赴各地 開展專題調研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王曉雪）

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理事會換屆暨「拓展
孫中山研究新境界」學術研討會12日在孫中山
先生故鄉廣東中山市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續春在此間表示，民革
各級領導班子要進一步提高認識，不斷提升民
革組織在孫中山研究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齊續春提三點意見

齊續春肯定了孫中山研究學會五年來取得的成
績，並對下一步工作提出三點意見：以高度的政
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努力拓展孫中山研究新
境界；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更
加注重孫中山研究工作的科學化；充分發揮民革
優勢，更加注重各方面人士的相互交流和研討。
齊續春強調，作為民革的優良傳統和基本特

色，學習、研究、宣傳孫中山，是民革自身建設
的重要內容。民革各級領導班子要採取積極措
施，把民革黨內和本地孫中山研究人才組織起
來，有計劃地開展工作，鼓勵和推動孫中山研究
工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努力為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更大貢獻。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革廣東省委會

主委周天鴻在致辭中指出，孫中山的思想、學
說和他的偉大實踐，是一個得到長期研究和廣
泛關注的課題。「思想解放永無止境」，學術創
新不可停歇。如今全國各地的民革領導以及專
家學者匯聚在中山先生的故鄉，探討孫中山研
究學會工作，共話拓展孫中山研究新境界，具
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孫中山研究基地揭牌

另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孫中山研究基地
於13日在中山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揭牌。民革中
央決定命名紀念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孫
中山研究基地」。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續春，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厲無
畏，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全
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家強，民革廣東
省委會主委周天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山
東省委會主委孫繼業，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等
出席儀式。儀式由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宣傳
部部長吳先寧主持。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馬曉芳、王由頁）

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台灣工商建設研究會、中華文教
經濟合作促進會等海峽兩岸團體發起成立的「海峽兩岸
同胞『圓夢』系列活動」，近日在北京啟動。原全國工
商聯副主席、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孫曉華，台灣工商建
設研究會理事長雷祖綱出席新聞發佈會並致辭。
作為此次系列活動發起人之一，孫曉華介紹，此次

兩岸成立「海峽兩岸同胞『圓夢』系列活動」，是民
間自發方式組織，以期結合兩岸各界精英力量，加強
兩岸交流，增進更多共識，推動兩岸民間深入合作。
孫曉華希望通過經貿合作，可以讓兩岸更多的企業和
產業「手牽手」，通過文化交流讓兩岸「心連心」，通
過公益互助體現兩岸「大愛相融，同舟共濟」，實現
中華民族的團圓之夢。活動發起和主辦方之一、台灣
工商建研會大陸委員會主委曹長齡表示，希望通過該
系統工程，靠民間活力促成兩岸經貿、文化間深層次
合作，共同圓夢，創造雙贏局面。

據悉，系列活動將設立兩岸產業創新發展基金並將
舉辦系列文藝、公益互助活動。組委會還將成立兩岸
經貿發展、兩岸文化交流、兩岸公益活動三個「百人
會」，均以兩岸重量級企業和企業家、文化名人和具
有較高影響力的公益慈善家為主要成員。
台灣工商建研會創立於1987年，由時任中國國民黨主

席蔣經國提議設立，共有會員2,000餘家，主要由台灣中
生代企業家組成，其經濟總量約佔台灣總GDP的47%。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傅龍金）全國
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日前出席在福建
廈門舉行的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和香港、澳門經貿合作
研討會。他希望台港澳工商企業界能夠更多了解和考
察大陸的發展環境與潛在商機，積極尋找和發掘適合
企業發展的新機遇，為推動兩岸經貿合作關係繁榮發
展作出新的貢獻。
王欽敏指出，研討會是推動兩岸經貿合作的品牌活

動和重要載體，兩岸的經貿關係蓬勃開展，交流合作
不斷擴大，很多研討的成果都已轉化為相關的政策措

施，有力促進了兩岸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效增進了兩
岸民眾的福祉。深化經濟合作，既有利於提高兩岸經
濟競爭力，也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隨 經濟全
球化的不斷深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日趨緊密，兩岸已
經形成了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經濟發展格局。
據了解，2012年，大陸與港澳台地區貿易額已達

5,200億美元。今年1－6月，大陸與港澳台地區貿易額
同比增長約40%，發展勢頭良好。王欽敏表示，兩岸
四地中華兒女血脈相連，同根同緣，理當彼此信賴、
相互扶持，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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