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玉如：優化灣區創科政策
大灣區

各城市要
明確發展
定位，並
建議大灣
區可以建
設具備國

際競爭力、在特定領域具備領
先優勢的科技創新中心；優化
支持科技發展的政策，促進大
灣區教育科技一體化協同發展，
特別是落實內地科技研發資金
過境香港政策問題，而香港科
學家參與國家科研項目的一些
限制條件也需要優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馬靜 北京報道

馬逢國：在港加強憲法普及
國家修改憲法可以

確保國家實現新的發
展目標，充分反映國
家在依憲治國、依法
治國道路上取得長足
進步，建議進一步完

善憲法保障制度，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
設立專門的憲法委員會，專責監督憲法實
施和進行合憲性的審查，並支持在最高法
院設立憲法法庭。
香港回歸後已經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依
憲治港、依法治港是依憲治國、依法治國
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在香港宣傳和
推動憲法的普及、認知和落實，及在香港
體現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憲法基
礎，有利於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
香港高度自治權兩者有機結合。

盧瑞安：宜訂灣區旅業角色
國家旅遊

局應牽頭，
抓緊編制大
灣區旅遊發
展規劃，明
確各城市角

色、功能、定位以便協同，做大
市場，形成大灣區獨特的旅遊魅
力。
國家發改委應統籌協調大灣區

空域使用，避免惡性競爭。香港
要領跑大灣區現代化旅遊業，發
揮國際化之所長，善用旅發局累
積數十年的海外推廣營銷的經
驗，帶頭提升三地旅遊合作和聯
合營銷水平，為大灣區樹立更加
鮮明的目的地品牌形象。

陳智思：助港開拓「帶路」商機
應積極探討和

開拓「一帶一
路」新模式，推
動綠色產業、生
態環保產業合
作，及通過提供

技術示範、創造就業機會、公益活動
等途徑，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減貧事業和可持續發展。
香港具有獨特的經驗及角色，可以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提供技術示範，
全面服務當地，並推動承擔企業社會
責任，及與區內其他城市加強合作，
讓居民、貨物、資金、信息互通更便
捷，和共同研究各城市可承受力，衍
生的利益分歧與矛盾如何處理等，制
訂有效的應對政策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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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4建議助灣區文化產業提質增量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時發言說，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
中明確指出：「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
互利合作」，這令我們倍感振奮和鼓
舞。
楊健表示，文化是凝聚力、創新力、發
展力的基礎。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高地、
促進城市間文化交流合作、充分發揮文化
的粘和作用，營造一個開放、包容、創新、

共用、協同的發展環境，是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協同發展的現實需要。

善用各地優勢交流合作
他指出，近年來，大灣區文化事業和

產業呈現蓬勃發展態勢，但與大灣區舉
足輕重的經濟地位相比，文化地位還有
待在基礎設施建設、文化產品供給、文
化品牌活動、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進一
步提質增量。他建議：
一是出台大灣區文化發展規劃。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批准實
施後， 盡快出台大灣區文化發展規
劃，為大灣區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
佈局、重大文化項目、文化交流共融確
定目標和方向。其中，建議重點助力香
港的文化發展和融入。
二是加快大灣區文化交流合作。建立

機制、搭建平台，助推大灣區城市圈的
融合度。深入挖掘大灣區各城市文化優
勢和特色亮點，對接各城市文化供需、
文化資源、文化政策，因地制宜實施文

化交流。在舞台表演、影視拍攝、非遺
保護、文化研究等領域，採取項目合
作、課題研究、聯合拍攝等方式，推動
大灣區各城市文化機構、文化團體、民
間社團之間的交流合作。
三是制定方便文化人才大灣區創業的

政策措施。應在置業、稅收、租金、人
才流動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吸引更多
年輕人創新創業。可實施項目帶動，提
供交流實習、專業培訓、創業扶持、就
業指引等機會；舉辦青年創業創新大

賽，挖掘有潛力的創業項目，促使創新
成果轉化；力爭盡快實現港澳青年的
「內地居民待遇」，使港澳青年在出入
境、子女入學、社會保險、醫療、金
融、購房、稅收等方面享受內地居民同
等待遇。
四是打造大灣區文化品牌。建立粵港

澳三地聯繫協調機制，設立大灣區文化
發展基金，共同打造大灣區音樂節、舞
蹈節、戲劇節、電影節等一批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品牌文化活動。

港前途與國家發展命運相連
港區代表認同王滬寧講話 冀同擔責任共享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沈清麗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昨日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

議，強調會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確保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有港區代表認為，王滬寧

強調了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是命運相連、密不可分的，並呼籲香港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等國策帶來的機遇，共享成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表
示，王滬寧說到香港依憲治港，

依法治港。憲法是國家對香港行使全面
管治權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高度自治權應
當有機結合，才能保障「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盧瑞安：聽完感到很溫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認
為，王滬寧對香港情況是「想不到那般
熟悉」，因為對方曾多次來港，其間與
香港各界人士接觸，「他更說有些代表
雖然未有見過面，但名字卻聽過很多
次。」

王滬寧並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
港於農曆新年前的三件大事中，包括
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大埔嚴重車禍
及向少年警訊回信，都親自作回應及
批示，正如習近平說的「香港一直牽
動着我的心」，「我聽完真的感到很
溫暖。」
盧瑞安又形容王滬寧反應很快，在代

表發言後會即時作簡短而具體的回應，
如譚耀宗代表講到香港人享有國民待遇
時，就回應指正在做，會有全面計劃；
在葉玉如代表提到創科時，王滬寧就主
動問到國家在這方面的發展水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黃玉山

指，王滬寧希望香港同胞增強愛國精神
及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又提到今次憲
法增加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內容。這正反
映中央希望港人能明白國家命運與他們
息息相關，香港將來前途與國家發展前
途密不可分，香港青年前途亦與國家發
展密不可分，希望港人有共同承擔歷史
的擔當，並共享國家成就。

陳智思：港人近年多論愛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行政會

議成員陳智思表示，王滬寧提到以前香
港沒人講愛國，近年才多了人討論，這
是事實。他相信這是希望讓港人知道香
港的發展某程度上是看國家發展的，全
球經濟都是靠中國帶動，香港把握這個
機遇應首先認識國家。
他自己有機會會多向年輕人解釋國家

政策經濟，而港人自己也應認識將來香
港發展直接或間接都與國家有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理事長蔡毅表示，王滬寧指國家會陸
續出台很多讓香港市民到內地就業、工
作、生活的有利政策，並在不同層面繼

續全力支持香港。蔡毅表示體會到中央
對香港的高度重視。

田北辰：問跟進超出期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實政圓桌」召集

人田北辰對王滬寧有關大灣區的內容印象
特別深刻，感覺有關當局有意推動港人在
大灣區享有國民待遇，但明白情況複雜，
港人不可能享有與內地居民完全同等的待
遇，「但是盡可能方便港人，我覺得他們
會做」，也要考慮是否同樣便利內地居民
在香港生活、出行等。
他續說，王滬寧在代表發言後問了很

多跟進問題，並表示會深入了解代表提
出的問題，是「超出我期望」的。
列席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會議的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王滬寧
幾次提到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又提到國
家主席習近平的說話，重申「一國兩制」
是國家方略，是不會改變。大部分港人
都是中國人，但有部分年輕人不愛國甚
至抗拒國家，甚至說要「獨立」，並勾
結「台獨」、「疆獨」，這些事不應該
發生，顯示教育出現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
道) 全國人大十三屆一次會議港區代表
昨日舉行全體會議，大部分代表發言時
均談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但要吸
引香港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尚需
要解決人流、貨流、資金流的實質問
題，建議在大灣區「先行先試」，爭取
港澳同胞在內地擁有同等待遇。
廖長江代表形容，大灣區是非常重要

的舉措，能帶動粵港澳三地協同效應，
期待提升至國家戰略發展層面，相信對
香港年輕人認同國家會起正面作用。粵
港澳合作必須是多贏方案，但須具備大
局意識才能達至互利共贏。

盼中央統籌解決人貨資金流
譚志源代表分析，大灣區具備三大優

勢，包括政策優勢、「一國兩制」優勢
及區域優勢。政策優勢方面，大灣區與
京津冀、長三角都是重要組成部分，香
港與澳門具有「一國兩制」雙重優勢，
香港又是國家南大門，是「一帶一路」
重要組成部分，可發揮協同效應。不
過，要解決人流、貨流、資金流的問
題，需要中央行政配合，如建立高層次
統籌機制，佈置全局。
黃友嘉代表指出，大灣區有規模、有

基礎、有深度，本身已具備發展條件，
但粵港澳三地各設有不同關稅區，通關便利就顯得
特別重要，尤其是人流方面，認為有需要擴大現有
深圳各個口岸容量，增加口岸與市區接駁能力。
陳亨利代表認為，推動大灣區創新產業，香港可

做到「錢通」、「人通」、「政策通」。但他認
為，要讓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議在大灣區
先行先試，爭取港澳同胞在內地擁有同等待遇。
吳秋北代表則談到政府工作報告對「一國兩

制」提出新要求，並建議國務院定時檢查基本法
的執行情況，包括國歌法何時在香港本地立法，
並建議香港公務員要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希
望國家提供協助。
陳曼琪代表認為，工作報告給「一國兩制」新政

治定位，建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在大灣區成
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專區，推廣一站式三地法
律服務產業；成立大灣區中小型律所及個人執業大
律師的國際人才庫，為人才庫法律專家提供參與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法律項目的機會。
陳勇代表在談到「港獨」問題時指，「港獨」

氣焰雖有所收斂，但在體制內外仍時有打擦邊
球，以所謂「本土」、「自決」持續發酵，甚至
以「交流」之名，與其他分裂勢力眉來眼去。建
議未來多做固本培元的工作，鼓勵新一代認識國
家憲法、認識香港基本法條文和精神。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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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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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發言撮要
黃玉山：促進三地學位互認

大灣區應着力加
強高等教育與研發
合作，建議粵港澳
三地政府、大學和
社會共同創建大灣
區高等教育與研發

的實體性合作平台，促進三地學位與資
歷等互認，鼓勵灣區高校生跨校學習，
並為港澳生開辦中史等中華傳統文化課
程，使港澳生到內地交流恒常化。
香港院校基礎研究卓越，廣深地區

則科技工業基礎雄厚，雙方可通過三
地政府及院校的統籌協調，根據各自
卓越學科組建教學及研發機構，使三
地的合作實質化及常態化，在大灣區
建立世界一流的聯合實驗室和協同創
新中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開
放採訪放採訪。。 記者何嘉駿記者何嘉駿攝攝

譚耀宗：給予港人國民待遇
部 分 港
人對內地
的發展缺
乏了解，
甚至滋生
分離主義

思想，原因之一是制度差異影
響了內地與香港的交流。應當
在符合「一國兩制」的前提
下，積極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制
度差異，盡可能讓兩地居民在
國家制度下得到的待遇趨於一
致，「為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
創造更多有利條件，讓他們可
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
局，發揮所長，並且更直接地
感受身為中國人的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