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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新春酒會迎金猴
張曉明致辭 梁振英宋哲譚本宏岳世鑫等歡聚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中聯辦2016
年新春酒會上發表題為《登高望遠 共謀發展》的致
辭。全文如下：
尊敬的梁振英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我們中國的農曆是很有學問的。這幾天罕有的寒冷天
氣，恰恰對應了大寒節氣。大寒過後就是立春，正所謂
「寒氣逆極，周而待始」，春天的腳步正向我們走來。
在此，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全體同仁，向冒着寒冷前來出席今天酒會的嘉賓和朋
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全體香港市民致以新春的祝
福！
回首我們國家過去的一年，有許多重要的歷史瞬間，
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深有感觸、難以忘懷。
我們都會記得，「9．3閱兵」時，習近平主席在天安
門城樓莊嚴宣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
那一幕。70年前還在為民族存亡浴血奮戰的中華兒女，
今天向全世界展示出的是恢宏的陣勢、強大的自信和對
和平的珍愛。
我們都會記得，12月25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亞投

行正式成立的那一幕。這是繼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和日
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之後，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
開發銀行，是中國經濟實力躍升的又一個新標誌。去年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近68萬億元人民幣，繼續穩居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貿易國和第
一大外匯儲備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分之
一。「一帶一路」倡議得到積極響應，人民幣納入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同樣也是國際社會
對中國經濟發展投下的信心票。
我們都會記得，12月7日，一張中國女性的面孔出現

在瑞典卡羅琳醫學院諾貝爾大廳的那一幕。85歲的女科
學家屠呦呦成為中國內地第一位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
獎獲得者，她的演講所表露的情懷令人感動。同樣在去

年，我們還見證了我國自主研製的C919大型客機總裝
下線，見證了中國超級計算機破世界紀錄蟬聯「六連
冠」，見證了中國高鐵走進印尼，見證了中國核電出口
英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必將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創
造和文明成果貢獻於人類。
我們都會記得，10月20日，倫敦塔等處的上空響起

103響禮炮的那一幕。古老的西方大國用最隆重的禮遇
歡迎中國最高領導人到訪，友好的氣氛一直延伸到郊外
的鄉村酒吧。從紅場閱兵到白宮秋敘，從聯合國峰會到
巴黎氣候大會，從G20到APEC，中國不能缺席的國際
場合越來越多，中國聲音的份量越來越重，國家領導人
直接引領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
以上這一幕幕場景、一件件大事，讓我們這個曾經歷
盡磨難的民族增添了新的尊嚴與榮耀，並進一步凝聚成
強大的精神力量。展望新的一年，我們國家將進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十三五」規劃將付諸實
施。儘管我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後，面臨的下行壓力還
很大，還要經歷比較長時間的轉型升級的陣痛期，也還
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但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
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
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
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全國上下正在「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指導下，更
加穩健地邁向「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過去一年，香港也經歷了許多重要時刻。雖然行政長
官普選法案在立法會表決時沒能獲得通過，但持續近兩
年的廣泛討論，使香港社會各界對「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對「佔中」等違法活動造成
的社會危害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對如何發展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有了更理性的思考。特區政府踐行
「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及時把施政重點轉到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上，針對土地、房屋、扶貧、安老等事關
市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並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致力為香港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得到了
社會廣泛認同。中央政府對梁振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並將繼續予以堅定支持。
在過去一年裡，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張德江委
員長等國家領導人多次會見香港各界人士，他們的有關
講話不僅表達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殷殷關懷，而且對香
港今後的發展路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是香港的發展要始終堅定「一國兩制」的正確方

向。習近平主席去年底聽取梁振英行政長官的述職報告
時指出，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
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
正確方向前進。「不會變、不動搖」宣示了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誠意和自信。「不走樣、不
變形」則是提示我們，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
中不能「跑偏」。作為一個新事物，「一國兩制」在實
踐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是正常的，出現一些爭議
和分歧也不足為奇，關鍵是我們在應對這些新情況、新
問題和處理這些爭議分歧時，必須始終堅持全面準確地
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既尊重「兩制」差異，又堅
持「一國」原則；既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又維護中央權力；既充分享有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賦予的
各種權利與自由，又切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義務與責任。這樣才能確保香港發展不出方向
性偏差，才能使香港在國家的長治久安中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
二是香港的發展要力提升自身經濟競爭力。香港在

我們國家和國際社會擁有今天這樣一個令人矚目的地
位，主要靠的是香港幾代人過去幾十年辛勤拚搏所取得
的輝煌經濟成就，是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
中心、航運中心，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和國際經濟格局中
具有重大價值，發揮着特殊作用。面對當今世界日趨激
烈的國際和地區競爭，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已有的優勢，

繼續被高看一眼，同樣取決於經濟發展狀況。我注意到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對一些重大民生問題的討論。這
些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說也都要落實到財政能力上。
財政能力從何而來？只能是從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上
來。因此，香港各界人士都要有逆水行舟和時不我待的
緊迫感，共同支持特區政府並推動全社會把主要精力集
中到發展經濟上來，集中到提高香港競爭力上來。對那
些任性地耽誤香港發展的現象，大家都要站出來大聲說
「不」。
三是香港的發展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家

發展大勢。背靠祖國、擁有內地巨大的腹地和市場，這
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也是其他許多國家和地方最羨
慕香港的地方。「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提升
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
香港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支持香港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等。這再次凸顯了中
央政府在謀劃國家整體發展佈局時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和
熱切期待。與此相應，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在新形
勢下對經濟社會發展謀篇佈局時，也應注意做好與國家
戰略的對接，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集，特
別是把香港在制度、區位、專業、人才等方面的既有優
勢發揮好。只要做好與國家發展戰略結合這篇大文章，
香港就一定能夠獲得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開拓無限廣
闊的發展空間，分享互利共贏的發展成果。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當今世界正處於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之中，香港發展的
內外環境也在不斷變化。越是風雲變幻的時候，越是需
要我們有登高望遠的智慧和從容不迫的定力。我們衷心
希望香港各界人士把握好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大方向、
大原則，順勢而為，合力為香港、為下一代開創更加美
好的明天！
謝謝大家！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站

登高望遠 共謀發展
張曉明在中聯辦2016年新春酒會致辭全文

■中聯辦新春酒會，香港各界逾四千人出席。 曾慶威 攝

■盧文端、施子清、張炳良、施榮忻在中聯辦新春酒會
上合影。 沈清麗 攝

■盧寧(左二)、廖勛(左三)、羅台秦(右一)在中聯辦新春
酒會上合照。 沈清麗 攝

■林廣兆(左)、方文雄出席酒會。 沈清麗 攝■孫國林（左）、楊釗(中)及莊家彬在酒會上。 沈清麗 攝

■香港僑界賢達出席中聯辦新春酒會。 沈清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李摯）吉羊登

高抒遠志，金猴接棒謀發展。中聯辦昨日在香港

會展中心新翼3樓大會堂舉行「2016年新春酒

會」。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副主任黃蘭發、殷曉

靜、楊建平、林武、楊健、仇鴻，與應邀出席酒

會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宋哲，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政委岳世鑫，

以及來自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香港特區政府官

員、香港政商翹楚、社會賢達、駐港中資企業和

外國駐港使領館的逾四千嘉賓歡聚一堂，暢敘友

誼，喜迎新春，場面盛大，喜氣滿堂。

酒會於昨晚6時正式開始，張曉明發表題為《登高望遠
共謀發展》的新春致辭。他說：「我們中國的農曆是

很有學問的。這幾天罕有的寒冷天氣，恰恰對應了大寒節
氣。大寒過後就是立春，正所謂『寒氣逆極，周而待
始』，春天的腳步正向我們走來。」他代表中聯辦全體同
仁，向冒着寒冷前來出席酒會的嘉賓朋友表示衷心的感
謝。向全體香港市民致以新春的祝福。
張曉明在致辭中選取了一些事例，回顧了過去一年國家
在政治、經濟、科技、外交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香港
經歷的重要時刻。隨後，張曉明闡述了習近平主席、李克
強總理、張德江委員長等國家領導人有關香港事務的最新
講話精神，指出他們的講話不僅表達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事
務的殷殷關懷，而且對香港今後的發展路向具有3方面的
重要指導意義。
張曉明在致辭後主持祝酒儀式，邀請全場嘉賓為偉大祖

國更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為香港更加繁榮穩定，為
各位嘉賓朋友身體健康、事業發達、家庭幸福、萬事勝意
共同乾杯，掀起酒會高潮。其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六
位副主任走下主禮台，同各界嘉賓握手互致祝福，氣氛溫
馨。

林鄭曾俊華袁國強等出席
出席酒會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等。
政商界知名人士及各界友好包括前特首曾蔭權，長實主
席李嘉誠，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鄭家純、吳光正、李澤
鉅、林樹哲，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譚惠珠、霍震寰、羅范椒芬、劉健儀、田北辰，
全國政協委員曾智明、盧文端、楊釗、朱銘泉、林建岳、
林光如、黃楚標、方文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立法會議
員譚耀宗、葉國謙、蔣麗芸、王國興、葉劉淑儀、吳亮
星、張宇人等。
社會名人則包括郭炳湘、湯家驊、梁智鴻、李國能、陳有

慶、許學之、周振基、林宣亮、陳金烈、李碧葱、鄭蘇薇、
羅台秦、余錦坤、林廣兆、施子清、施榮忻、孫國林、莊家
彬、陳光明、廖宇軒、陳志煒、黃楚基、梁志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