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黨組（擴大）會議上引述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澳

門特首崔世安早前上京述職時提出，希望中央政府支持港澳在粵港澳

大灣區開辦醫院、學校、健康養老中心等具體項目，並結合與港珠澳

大橋通車配套相關的政策措施，進行政策，制度和管理創新，務實推

進合作。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為，這些政策措

施將可吸引更多港人到大灣區生活居住，也可讓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年

輕家庭更安心，絕對有助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建設好大灣區。

近年大專學
界興起一股在
畢業禮上作政

治宣示的不良之風，少數學生將畢業禮
變成政治表演舞台，破壞了原本嚴肅、
莊重的典禮，實在令人心痛。
日前，同類事情再次出現。香港專業
進修學校（港專）舉行畢業禮，在播放
國歌時，有兩名畢業生拒絕肅立，結果
被趕離場。其後有十多名畢業生離場抗
議，令畢業禮一度暫停。港專校長陳卓
禧事後跟涉事學生會面，並說出一番慷
慨激昂的話：「港專作為一個愛國愛港
的學校，必定高舉愛國旗幟，這個是沒
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即使殖民時代都沒
有退縮過！即使受殖民政府的打壓、資
助被撤銷、校址被收回，也從無放棄愛
國立場！你們如果連這件事都不知道，
那就是你們選錯了學校！」有關影片在
網上熱播，並獲網民激讚。
事件中，學生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固然

令人反感，但當中令社會各界注目的是
陳校長與示威學生理性對話的片段。過
去大專院校畢業禮上屢次有學生滋事，
但鮮有陳校長這種敢言作風的人站出
來，以道理折服學生，同時教導學生明
辨個人自由之中也有不能逾越的底線，

實在值得大家欣賞和借鑒。

尊重國歌 應有之義
回歸以來，社會鼓吹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意識高

漲，卻忽略了國家民族觀念的建立，近年不斷滋生
出激進的分離思想正與青年人對國情缺乏認識息息
相關。青年人關心政治本是社會之福，但在欠缺國
家和民族意識的情況下盲目地高舉自由旗幟，漠視
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只會令下一代偏離正軌，為
害深遠。
陳校長此舉正好恰當地教導學生，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尊重代表國家尊嚴的國歌本
屬應有之義。學生縱使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亦
不代表他們可以罔顧他人利益，在不適當的場合
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意見。
一如事件中的大專生，沒有適當地行使自己的

自由權利，最終只會令其他師生和家長失去了一
個莊嚴的畢業典禮。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責任協助下一代正確認識

和了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但目前香港的教育在
這方面顯然做得不夠。事件正好讓教育界反思，
今後面對類似情況，校方應如何應對。

■立法會議員 張國鈞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日發出新聞
稿，指黨組近日召開黨組（擴大）

會議，傳達了習近平、李克強在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會議強
調，要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準確把握中央
關於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緊密結合港
澳工作實際，把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落
到實處。

張曉明：結合大橋通車促合作
張曉明在會上表示，習近平和李克強
的講話都講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
這件事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擺
上了明年黨和國家經濟工作的重要議
程，「我們要按照中央決策部署抓好落
實，特別是要以實施即將出台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為抓手，對促進大灣區

內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等要素流通
便利化涉及的具體政策，法律問題進行
專題研究，有關政策舉措成熟一項，出
台一項。」
他又說，要結合香港、澳門特首不久
前來京述職時提出，希望中央政府支持
港澳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學校、健康養
老中心等具體項目，並結合與港珠澳大
橋通車配套相關的政策措施，進行政
策，制度和管理創新，務實推進合作。

陳勇：協助培育專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昨日表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過去5年均有
反映這些港人聲音，因此樂見港澳特首順
應民意，再向中央政府提出支持港澳在大
灣區的政策措施。
他認為，大灣區可看成以往港英年代的

新界，並不是要把長者趕往內地，而是給
予他們更多選擇，故相信倘港澳能在大灣
區開辦醫院、健康養老中心等具體項目，
可吸引更多長者返內地過退休生活。
他又指，本地教育學位長期不足，倘能在

大灣區開辦學校，可協助有志向在內地發展
的年輕人北上升學，並可為香港培養「一帶
一路」、大灣區等發展戰略的專業人才。

黃國健：利吸青年北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指，粵港

澳大灣區是國家發展的重點項目，若香
港要融入大灣區共同發展，帶動經濟發
展，特區政府必須要有一定角色。他續
說，學校及醫院等基礎項目，將會保障
港人在內地的教育及醫療情況，有利吸
引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定居或工作，「醫
療一直是港人比較關心的問題，如有醫

院在內地，可使他們比較放心；而且不
少港人都習慣港式教育，如有學校可讓
他們子女享受到優質教育都是好事。」

梁志祥：回鄉安老放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如可

落實這些具體項目，對香港居民絕對有
幫助。
他解釋，現時雖有「廣東計劃」打破

「福利不過境」的傳統，但內地與香港的
醫療制度仍是未可接軌，變相令不少長者
或需回港覆診，但如果香港可在大灣區開
辦醫院，將可令不少長者在內地享用與香
港一樣的醫療，對回鄉安老更加放心。
梁志祥又說，倘香港能在大灣區內辦

學，將令不少在內地工作的家庭有多一
個教育選擇，不需只是選擇價錢較昂貴
的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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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做區議員的工
作是怎樣的呢？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珮昨日在
facebook上載了「我係陳家珮—陳家珮的一天
篇」，分享了她朝七晚十的區議員工作。
陳家珮早上7時便起身梳洗，8時返到議員辦

事處拿宣傳單張，再到地鐵站附近派發，爭取
機會見街坊，「大清早出來是很重要的，因為
香港人很繁忙，早出晚歸，若不是早上爭取時
間出來，或許會較難遇上部分街坊。」
陳家珮再於10時買了早餐去探望鄧伯伯，與

他聊天，再趁區議會會議未開始前，爭取時間回
辦事處處理投訴、檢閱文件，「例如下星期要開
上訴委員會，這裡我需要溫習三個個案，所以現
在要爭取時間工作。」
至中午時分，她又去視察鼠患問題，「近來我

們收到了很多老鼠的投訴，故趁午飯時間出去探
察這些熱點。」緊接着就是下午2時的區議會會
議，一開就3個多小時。
陳家珮晚上再到酒家出席「新民黨冬日聯歡

2017」活動，直至晚上10時才終於完成了一日
的工作，她笑指：「我現在可以回去陪兒子睡覺
了。」
她總結表示，其實區議員的工作，每天都有新

挑戰，但相信均可一一應付及解決，「雖然現在
是犧牲了一些親子時間，但我每天做的工作，其
實都是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環境，我相信香港會
變得愈來愈好。」

立法會補選雖然
未開始，但反對派
嘅肉酸食相早就盡

現人前，例如民主黨唔妥幾年前退黨嘅
「新民主同盟」咖喱飯（范國威）就係
人都知。近日就再有民主黨「老鴿」高
達（李永達）大爆咖喱飯嘅「黑材
料」，摷返10年前嘅報告話佢喺民主黨
內種票，仲暗示咖喱飯同共產黨有關
係、係「鬼」咁話。成日話人係「鬼」
嘅咖喱飯今次俾人話返轉頭，唔少「本
土派」網民都覺得心涼，但10年前嘅嘢
補選階段先拎返出嚟，好多人都睇得出
又係一個私怨行頭嘅例子，不過有網民
就食晒花生咁話︰「范國威是×街但臨
近補選先爆陰毒的高達，一樣是×
街。」

挖陳年家醜 斥種票鬧「鬼」
高達近日就喺網台節目度，摷返10年前

民主黨內部嘅調查報告出嚟數臭咖喱飯，
話佢當年連埋自己新界東嘅派別一次過推
咗30幾人申請入黨，因為人數暴增，所以
就觸發黨內調查。個節目內容成半個鐘，
其實都得兩個重點，一就係呢件事係種
票，二就係咖喱飯嗰派嘅人同共產黨有聯
繫，質疑咖喱飯當年知情不報，係咪有所
隱瞞，暗示埋佢係「鬼」咁話。
高達仲寸咖喱飯從來唔講呢件事，成

日話自己退出民主黨係不滿政改立場咁
話，「為自己離開冠上一個好似好有理
由嘅原因。」越講越激動，高達仲三番
四次叫咖喱飯唔同意就自己開咪解畫，
批評佢成日口講支持民主、「本土派」

等，但自己「連做人嘅道理都冇」。

網民心水清「垃圾鬧垃圾」
臨爆選玩啲咁嘅嘢，唔少花生友都過足
癮。「Lee Tsz On Bruce」就質疑︰「范
國威做乜唔回應下呀？」經常發表激進「本
土」言論、由中文大學學者劉正打理fb專頁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就話︰「正如網友話
齋，范國威同佢『幕後掃盤手』劉細良咁鍾
意話呢個果（嗰）個『本土派』組織係鬼，
今舖（鋪）比（俾）民主大台話番（返）你
『新同盟』范國威、陸耀文、陳竟明、任啟
邦係鬼，都算係天理循環。」佢再貢獻多一
堆花生咁話︰「如果『飯（泛）民初選』真
係選倒（到）范國威做新東候選人，你班友
撐佢咪即係撐隻鬼入垃圾會？成班『飯
（泛）民』『黃屍（絲）』支持者今舖

（鋪）點兜點拆？」最絕都係最後一句︰
「兩邊都垃×圾，焦土啦！」
亦有唔少人鬧爆高達阻住反對派「大

團結」。「Thomas Lau」就話︰「私怨
大過天，而（）家至講呢啲嘢？ 撑郭
永健無所不用其極。 」「Henry Ngan」
亦話︰「一時又話要團結『飯（泛）
民』，又話咩攻擊同路人係親者痛，仇
者快。乜家下又唔團結咖喱飯？為左
（咗）個議席，×街民主黨幾污糟既
（嘅）招都駛（使）出。」
「Peter Chan」就幫民主黨反駁︰「為

咗個議席？講到好似民主黨派人出黎
（嚟）選咁喎！」不過，更多網民就覺得
反對派根本就一堆爛橙揀唔落手。「Mar-
vin Tsui」就話︰「睇來新界東補選建制
派贏硬。」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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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做公職
人員，總會令家人同樣成為鎂光燈焦
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接受電台訪
問，談及當時決定參選特首時曾一度猶
豫。今年踏入六字頭的她直言，早有退
休計劃，更曾在英國購入一間房屋，結
果「明明到岸，但又話由頭再來過。」
她直言，自覺此舉對丈夫林兆波不太公
道，令她當時亦情緒波動，但樂見丈夫
能夠適應，以平常心面對。
林鄭月娥在昨日播出的電台錄音節目
中提到，當初決定政務司司長任期完畢

後就退休時，內心很大掙扎，因為今年
60歲的她早已準備多花時間陪伴家人。
她指，當時因為不希望別人「執手

尾」，故早已做好手上的事情，其退休
計劃不論同事、傳媒都知悉。
她坦言，自覺參選決定對丈夫林兆波不
太公道，因為她早於發展局局長任期尾聲
已想過離開「熱廚房」，更在2012年於英
國購入一間房屋。她形容，該房屋比較適
合退休，附有一個小花園，地點亦就近當
時在當地求學的兩名兒子。她與丈夫還一
同買傢具，打算幾個月後入住，但最後接

受了政務司司長一職。她笑言：「呢間屋
結果係無住過，現在已經賣咗。」

樂見丈夫適應新生活
林鄭月娥說，參選行政長官不單自

己很難決定，更須要求另一半一同作
出很大的決定，並經歷再一次的掙
扎。她指，丈夫得知後第一個反應
是：「你又嚟？」再者特首比以前的
崗位更富挑戰性，大眾及傳媒均會較
關注她丈夫，因此她作出決定時亦有
些情緒波動。

她指，每一個公眾人物均不希望身
邊的人受到壓力及影響，「自己拋個
身出來做公職、議員，都唔想將壓力
放喺家人身上」，惟她認為在香港很
難完全避免。她亦樂見丈夫能夠適
應，平常心面對，日常的生活亦沒有
受太多影響。
林鄭月娥一直以勤務見稱，節目中被

主持人問及日常有沒有機會休息，她笑
言：「（一星期一天）放假就冇㗎啦，
每日都有休息，不過睡眠不足係已經持
續一段日子困擾我嘅問題。」她又指，
自己長時間不可以放更多時間在兩名兒
子身上，有賴丈夫「用全副心機睇住佢
哋」。

陳家珮真人騷
分享區員日常

投「熱廚房」成焦點 林鄭：唔想家人受影響

辦醫院學校安老院
助港人建設好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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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融入大灣區 特區政府需積極推進

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本港與內
地的經濟合作，尤其是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方面，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許
多社會人士都認為，政府在支持港人到
大灣區發展方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例如，香港雖然也有駐粵經貿辦事處，
但主要在於促進香港和區內的聯繫和溝
通，在推動經貿範疇的交流與合作方
面，作用相對有限。而且粵港澳大灣區
是全新的規劃，其內涵、作用和目的均
與以往的粵港合作有所區別，香港政府
的配套支援亦需要與時俱進，才能夠更
加便利港人北上經商、就業與生活。在

推動大灣區的建設與合作方面，香港切
不可民間熱、官方冷，如此必然不利於
香港融入大灣區，並錯失這個讓香港重
新煥發光彩的難得機遇。

政府應為促進融合提供更多支援
香港過去長期信奉自由市場，認為政

府不應過多介入經濟活動，導致香港還
沒有徹底擺脫上世紀70年代形成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而其結果之一便
是香港的知識經濟轉型幾乎蹉跎了20
多年，但是，全球各國各地經濟發展普
遍規律顯示，要加快區域經濟的合作以

及拓展創新與科技產業，必須取得政
府支持和幫助。在促進香港與大灣區
經濟融合方面，特區政府應投入更多
的資源。因為，香港絕大多數是中小
企業，普遍缺乏研究與開發的資本；
大集團雖然不缺資本卻普遍不願意改
行從事風險投資，特區政府需要為推
動創新與科技產業發展提供政策和資
金的幫助。同時，面對經濟全球化呈
現暫時逆轉，國際競爭格局愈趨複雜
尖銳，特區政府還需要為香港經濟提
出中長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由此可
見，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

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香港本地產
業結構要完善和升級，要為大灣區協
調發展提供適切的戰略，必須丟棄落
伍的觀念。
從目前的情況看，雖然國家提出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戰略構想，為香港未來
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而高鐵「一
地兩檢」、港珠澳大橋等基建，無疑將
大大拉近香港與大灣區的距離，但要真
正抓住這些機遇，還需要香港本身的努
力。在這些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做
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努力改變過去不作
為的保守觀念，應制定相關政策和規
劃，努力推動大灣區的建設，促進香港
與大灣區經濟融為一體。

為港人到大灣區發展提供公共服務
例如，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

進，必然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港人北上，

但粵港澳擁有獨立的公共服務系統，離
開原居地就等於失去醫療、教育和社會
保障等福利，令部分人產生後顧之憂。
一般而言，公共服務機構較難遷移到其
他城市運作，不過部分公共服務可採取
「錢隨人走」的模式，率先打破地域限
制。如社會福利署的「養老計劃」和
「廣東計劃」，已經接受搬遷至內地居
住的長者領取綜援及高齡津貼，參照社
署的成功先例，未來香港政府應當為北
上港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粵港澳政
府可以設立登記制度，方便市民在非原
居地享用公共福利，使用互相認可的服
務機構。
總之，大灣區規劃是未來香港再創輝

煌的重大歷史性機遇，特區政府能否扮
演好適當的角色，將是能否將機遇化為
現實，從而成功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發
展的關鍵因素。

珠海昨天舉行「橫琴新區、保稅區、洪灣片區一體化區域重點項目啟動、簽約、揭牌儀式」，正

式啟動「港珠澳大橋經濟區」的建設，計劃打造成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需要指出的是，與區

內其他城市政府不斷大力推進大灣區發展相比，香港特區政府應當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揮引領和促進

作用，以協助港企、港人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為順暢地融入大灣區建設之中。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大灣區建設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大灣區建設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圖為廣東自貿區圖為廣東自貿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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