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
長；特首既對香港負責，也對中央負責。這是香港落實「一
國兩制」的管治核心，這種制度設計要求特首必須具備以下
六大特質：堅守原則底線，確保「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勇於承擔，無懼艱困，敢於處理棘手問題；有
抱負、有願景、有視野，推動社會平衡發展；關心基層，扶
助弱勢，促進社會和諧；擅於管控危機，減低政治化衝擊；
清廉自重，深得市民信任和支持。具備以上六大特質的人
士，方能擔當特首重任，做到向國家和港人雙負責。

第一，「一國兩制」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
針」，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和底線，是特首最重要的特
質。

近年「一國兩制」在香港面臨嚴峻挑戰，有人故意扭曲
「一國兩制」，企圖將「兩制」凌駕於「一國」之上，在政
改、「佔中」、「港獨」等重大議題上，均有人打着維護
「本土」利益的旗號，挑戰中央和國家憲制。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指出，香港需要守住「三條底線」：不容許任何人從事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
本法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
因為「雙首長制」、「雙負責制」特殊身份，特首必須守
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底線，在捍衛國家核
心利益的問題上不能妥協讓步，這也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的關鍵。

第二，做事有承擔、敢於面對挑戰、迎難而上，是特首必
不可少的特質。香港社會累積了不少深層次矛盾，如房屋土
地、退休保障、取消強積金對沖等一系列問題，當中牽涉錯
綜複雜的利益，牽一髮而動全身，雖暫時難取得社會共識，
但卻關係着香港的未來，必須着手化解。特首必須敢作敢
為，拋開個人榮辱得失，以香港長遠利益、港人福祉為念，
積極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為香港打破困局。

第三，作為特首，必須有抱負、有願景、有視野，以全面
可行的管治新思維鼓舞人心，帶領香港再創輝煌。香港既有
法治、廉潔、自由等傳統優勢，又有「一國兩制」、背靠國
家的優勢，特首應在鞏固香港傳統四大支柱產業基礎上，把
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和創意產業，創造
多元經濟、優質就業職位，以利培育吸引人才，為青年提供
更廣闊出路，令港人安居樂業，對前途充滿信心。

第四，香港是富庶文明社會，特首必須致力收窄貧富差
距，關顧弱勢社群，打造更公平和諧社會。基層市民若不能
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難免滋生怨氣，導致社會矛盾尖銳。
特首時刻心繫市民，在推動香港發展的同時，不忘為基層扶
貧紓困。當然，香港也不能搞福利主義，特首要注重各方面
平衡發展，保持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

第五，香港政治生態日益複雜，面對的挑戰不容低估，特
首更需具備過人的處理危機能力。近年香港凡事政治化，除
了出現「佔中」等大規模街頭抗爭外，教育、食水等民生問
題也被大肆炒作，衝擊管治的事件層出不窮，特首作為問責
團隊的最終負責人，必須處變不驚，始終依法辦事，順應民
意，有理有節妥善解決危機。

第六，廉潔法治是香港最大優勢，特首廉潔奉公是提升管
治權威和效力的必要條件。古語有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
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特首潔身自愛，避免利益衝突，樹立威
信威望，將得到更廣泛市民支持，推行施政政策自然事半功
倍。

上述六個特質，可以說是新的形勢下對特首的具體要求，
只有具備上述特質的人士，才是未來特首最合適的人選；也
只有這樣的人選，才能夠在未來複雜紛紜的環境之下，團結
和帶領廣大港人，以努力奮鬥、永不言敗的獅子山下精神，
讓香港這個東方之珠繼續綻射出燦爛光芒。

特首須具備六大特質 向國家港人雙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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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太冀港人棄心魔 籲通過港深創科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前與深圳
簽署合作備忘錄，落實在落馬洲河套區共同發
展佔地87公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科技
園公司主席羅范椒芬昨表示，合作可聚合科研
力量發展，對香港是一大機遇，亦可讓香港有
才能的科學家發展，希望港人放下心魔，與深
圳共同發展園區，並呼籲立法會議員放行科技
園撥款。
羅范椒芬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留意到近年

香港有個不是太好的現象，部分人每當遇到與內地
合作，就會產生負面思維及排拒，她希望港人放下

心魔，與深圳共同建設及合作，利用深圳創新生態
圈及產業基地的優勢發展，為香港創科發展願景，
對香港有利。

稱機不可失 利港青就業
她又指有很多外國人曾跟她說，香港的優勢是鄰

近內地這龐大的消費市場，因此香港要好好利用法
律制度，吸引外國科研人員來港發展，她指園區將
會實施香港制度，但營運公司的董事局委員將會由
港深兩地委任，希望雙方互補優勢，互相包容共同
發展。

羅范椒芬指，業界對建立園區感到興奮，希望
在立法會申請撥款時，議員可以為下一代的發展
盡快放行，通過河套區的撥款申請。她表示明白
有人對園區發展有關注和憂慮，但相信立法會未
來會繼續監察園區發展，亦應由現時開始進行配
套工作，找緊這機不可失的機遇。
她表示，將來園區審批公司入園，亦會以有利
香港、製造就業機會、推動本港經濟及引入新科
技來港為宗旨。羅范椒芬又說，本港學生欠缺就
業機會，若將來大力發展創科，能令學生發揮潛
能，為香港青年人提供就業出路。

特首：表演藝術「通」民心
邀「帶路」沿線學子賞粵劇 冀善用港優勢聯繫國內外

綠匯學苑獲獎 證合作活化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首梁振英前日邀請

百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和駐港總領事到禮

賓府，欣賞由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率領一眾新秀主演

的粵劇，除預祝農曆新年外，他更指表演藝術可以聯

繫國內和國外，做到「一帶一路」「五通」中的「民

心相通」。

梁振英前日在facebook（fb）發帖，透露他邀請了汪明荃率領香
港年輕粵劇演員到禮賓府，為百多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

生和駐港總領事表演粵劇，預祝新年。
他指粵劇源遠流長，是中國表演藝術的精粹之一，香港粵劇界既
有傳承也可以發揚光大，又認為香港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
除了金融、貿易和物流外，在表演藝術方面也可以聯繫國內和國
外。

中英雙語助港貢獻「帶路」
梁振英更在fb上載片段，顯示他與太太梁唐青儀與學生合照，他

更與來自馬來西亞等的學生握手及寒暄。
「一帶一路」為國家發展戰略，將以「五通」（政策溝通、設施
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梁振英多次
提到「民心相通」的重要性，包括他在前年於一個「一帶一路」論
壇上指出，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時以英文及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城市，
更是全國唯一一個城市以英文作為大專的教學語言，如果香港可以
善用這些社會資本，在貢獻「一帶一路」中，會是定位最佳的中國
城市，尤其「一帶一路」的「五通」其中一個是「民心相通」，
「我們可以將香港變成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培養友誼的平台，不
只是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人，而是全世界的人。」

拓教育文化青年交流平台
去年的施政報告以大篇幅提及「一帶一路」，當中更表明特區

政府在「五通」中將率先啓動與沿線人民的「民心相通」工作，
結合香港的半官方組織和大量的民間團體，發展與各地人民的交
往，又指香港可以利用高度國際化和英語普及程度高的優勢，搭
建教育、文化及青年交流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界盛
傳，隨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提出辭職，一旦中央批准，兩人
騰出的空缺，有望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分別升任。張建
宗和陳茂波昨一同出席公益活動時，兩人
對此均不作回應。張建宗只表示，無論在
任何崗位都會悉力以赴，以本港利益為依
歸，做好餘下工作。

傳張建宗有望升任政務司
張建宗及陳茂波昨出席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ACCA）主辦的「公益關愛日」活
動。
張建宗於活動後會見記者，回應在場傳

媒提出，有關獲委任傳聞時強調，他自己
現時仍是署任政務司司長，但是無論自己
在任何的崗位上，都會全力以赴做好手頭
上的工作，對於傳媒的揣測報道，現階段
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出席同一個活動的陳茂波，為ACCA
的前會長，20年前有份創辦「公益關愛
日」，上台致辭時再度發表「感言」，形
容他自己不經不覺在政府工作了4年半時
間，想藉此機會感謝會計界的朋友，感謝
他們熱心為社會服務。

傳接任財爺 陳茂波拒評
活動結束後，陳茂波繼續留在會場與其

他嘉賓交流、拍照數分鐘，及後再主動與
記者「打招呼」，但他只說：「各位，我
現今唔做任何評論啦。」
另外，目前署任財政司司長的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晨出席東華三院
和賽馬會舉辦的一項傷健人士跑步活動
時，神情輕鬆，面帶笑容，離開時亦面帶
笑容向傳媒揮手，但未有回應有關陳茂波
接任財政司司長的傳聞。
昨日有報道指，中央最快將在今日接納

林鄭月娥及曾俊華的請辭。

張建宗：任何崗位都全力以赴
發展局局長陳

茂波昨發表新一
篇 《 局 長 隨

筆》，介紹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
區文化遺產保護獎」榮譽獎的綠匯學苑。
他指出，這是對香港社會及文物保育持份
者的鼓舞，並證明政府與非牟利機構共同
合作活化政府歷史建築，取得了一定成
果。他續說，香港寸金尺土，要平衡保育
和發展並不容易，社會爭議也不少，但港
府會繼續努力，希望集合眾人智慧，探討
如何適當地挑選、保護、保存與活化香港
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活化舊大埔警署 拓持續生活
港府近年積極將合適的政府歷史建築納
入「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活化再用，
綠匯學苑前身是建於1899年的舊大埔警
署，屬一級歷史建築，是新界首個警署及
警察總部。在發展局第二期活化計劃下，

警署於2015年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活化
為綠匯學苑，旨在推廣可持續生活理念。
陳茂波指，綠匯學苑是高度城市化中的

生態地標，由主樓、職員宿舍大樓、食堂
大樓及一幅草坪所組成。警署內的建築物
均為實用主義單層建築；主樓富殖民地建
築風格，從遊廊、紅磚牆及煙囪可見一
斑，並加入中式金字屋頂等中式元素。外
圍的保安崗亭、旗杆和炮台固然別具特
色；警署範圍內的古樹名木亦甚具保育價
值，特別是該址北面的大埔墟鷺鳥林，為
鷺鳥提供棲息地。
活化後的綠匯學苑設有文物展覽室及文物

徑，市民亦可以透過導賞活動認識建築物的
歷史、建築及生態特色。訪客除了可以在該
處品嚐到以本土食材製作的健康素食，亦可
參加課程和工作坊，以了解社區的永續發展
動向和結識志同道合的社區朋友。訪客更可
預約入住，體驗自然、簡樸的低碳生活。此
外，綠匯學苑亦設有社區互助店，並定期舉

辦互助市集，以推廣本地農產品和手工藝
品，推動本土低碳經濟。
陳茂波指出，現時香港有不少歷史建築

蜚聲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
化遺產保護獎」於2000年成立，旨在表揚
和鼓勵私人和公私營機構合作成功修復和
保育區內歷史建築所付出的努力。獎項設
立至今，香港共有17個項目獲此榮譽，其
中4個屬於活化計劃下的歷史建築。

「荒廢重獲新生 予港綠洲」
他表示，綠匯學苑得以在40個來自不同

國家和地區的項目中脫穎而出，獲獎評語
為「荒廢的舊大埔警署獲活化成充滿活力
及讓公眾學習可持續發展的中心。項目在
保留原址獨特生態系統的同時，亦彰顯了
建築物所承載不同階段的文化歷史。新用
途為這幢新界歷史最悠久的殖民地建築物
注入了新生命，為高度城市化的香港帶來
一片綠洲。」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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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邀請「一帶一路」沿線學生和
駐港總領事到禮賓府欣賞粵劇。 fb圖片

國家主席習近平北京時間昨晚抵達蘇黎世，開始對瑞士進行國事訪問。習
主席此行還將應邀出席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訪問聯合
國日內瓦總部、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習主席在新一年開始
之際的此次出訪，必將推動中瑞兩國合作關係邁上新台階，開創新篇章；同
時也是面向歐洲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動，表明中國重視對歐外交，努力推動和
深化新時期的中歐關係、實現合作互利共贏的積極意向，展示出中歐合作廣
闊的前景。

瑞士是最早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之一，也是最早承認中國完全
市場經濟地位的歐洲國家之一，更是首個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歐洲大
陸國家，這些「第一」都是兩國關係友好發展的歷史見證，樹立了中西
（方）關係的典範。建交67年來，兩國關係不斷發展，共同培育出「平等、
創新、共贏」的中瑞合作精神。尤其是2016年，中瑞建立創新戰略夥伴關
係，這是中國首次同外國建立以「創新」命名的夥伴關係。這是中國與發達
國家深挖合作潛力的又一嘗試，反映出兩國歷久彌新的深厚友誼，為兩國關
係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描繪了新的願景。中國實施的創新驅動戰略與瑞士的
注重品牌以及製造業的精緻和創新，可以互相借力及有機結合，將更有力提
升兩國創新合作的水平，努力實現兩國創新發展的雙贏。因此，相信習主席
此次訪問瑞士，將書寫兩國之間的更多「第一」，推動兩國關係邁上新的台
階。兩國關係的行穩致遠，也是為中歐合作樹立了良好典範，這種着眼長
遠、共謀發展、互利雙贏的合作關係，對於當前複雜紛紜的國際環境下，尤
其值得倡導並發揚光大。

值得指出的是，瑞士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予以積極回應，兩國
共建「一帶一路」，不僅為中瑞兩國合作開闢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而且令雙
邊合作領域更加寬廣、潛力更加深厚、前景更加美好。習主席此次出訪，不
僅從國家層面上開創兩國關係的新篇章，也可以說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
具體實施，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港人對於瑞士並不陌生，無論是巧克力、
奶酪，還是手錶、軍刀等眾多瑞士製造的名牌產品，在香港幾乎是家喻戶
曉。中瑞之間加強友好合作，從某種意義而言，也是為香港借「一帶一路」
的東風，加強與瑞士的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港人特別
是商界關注習主席此次出訪，可以從中尋找出更多合作商機，以及學習和借
鑒瑞士的創新經驗，讓香港也能在國家推動與瑞士乃至整個歐洲的合作中，
得到更多的發展及合作機遇。

習主席訪問瑞士 開創中瑞關係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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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與汪明荃等人交流。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