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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戰書：堅持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的指引

大灣區規劃編制基本完成
何立峰：廣深港高鐵正聯調聯試 粵港澳協同已有早期收穫

台籍代表熱議惠台31條 籲台胞登陸實現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2018年全國兩會第二次部長通道昨日開啟，來自國家發改委、水

利部、工商總局、衛計委、銀監會和港澳辦的六位部長駐足詳答記者問題。其中，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回

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編制已基本完成，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也在加

快推進中，比如港珠澳大橋已建成並具備了通車條件，廣深港高鐵中的深圳到香港部分也在加緊聯調聯試

中，粵港澳三地將聯手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
道，黨和國家領導人栗戰書、汪洋、
韓正，昨日上午分別參加了十三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一些代表團的審議。
汪洋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說，上海
要以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打造國
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營商環
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參加了

湖北代表團審議。他表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必須堅持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
導，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全體代表對修
改憲法的認識高度一致，對憲法具體
內容的修改高度一致。修改憲法是時
代所趨、事業所需、民心所向，必將
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

的影響。

汪洋：冀滬打造一流營商環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汪洋參加了上海代表團審議。汪洋
說，上海在國家發展全局中佔有重要
位置，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新發展理
念，堅持質量第一、效率優先，大力

培育高端產業集群，在高質量發展上
走在全國前列。要以改革開放40周年
為契機，推動改革開放不斷有新作
為、新突破，打造國際化、法治化、
便利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韓正：牢記「讓中原更加出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參加了河

南代表團審議。他說，要把握我國發

展新的歷史方位，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始終同與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韓正對河南工作給予充分肯
定，希望河南牢記習近平總書記「讓
中原更加出彩」的殷切期望，打好產
業結構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發展、基
礎能力建設、新型城鎮化「四張牌」，
努力開創河南工作新局面。

去年7月1日，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見
證下，國家發改委、廣東省人民政

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
作、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協議。目
前，除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已基本編制完成外，何立峰表示，
有利於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貨物往來
以及資金往來的一些機制、政策和舉
措，也正在密集磋商中。比如相關部門
出台的有利於港澳同胞赴內地就學、就
業、生活的有關措施，比如廣東省人民
政府出台的有利於出入境交通等方面的

舉措。

有序推進 專項規劃
他表示，粵港澳三地聯手貫徹落實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在協同打造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方面，在協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方
面，協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協
同打造重大基礎平台方面，都有新動作、
新進展，有的已有早期收穫。
何立峰透露，下一步，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將有力、有序、有效地向前推進，要在
產業發展、交通、生態環境等方面，專項
規劃，加快編制。他續指，對發展建設過

程中，重要平台載體的規劃設計要全覆
蓋；對已經符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要求的，各方面有共識的，條件也具備
的一些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和重大產業項
目，要力推盡快落地，並且不斷取得階段
性成效。
他認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大戰

略，意義重大、深遠，要着力推動建立一
個能及時解決建設發展過程中矛盾困難的
決策機制和工作層面的協調落實機制。他
指出，要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群策群
力，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大灣
區，打造成世界級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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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通道速遞
工商總局局長張茅：

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

今年將通過大數據信息化的手段、利用高技術解決大批量商標的比對問題，
將商標申請周期從8個月降至6個月，同時還將在7月1日前推出覆蓋全國、
便利化外商投資的措施，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

外商投資企業的增長也非常顯著。去年外企數量增長達30%以上。為外商投
資便利化着想，他表示，將按照「多證合一」的要求，把外商投資企業的備
案和發放營業執照合併到一起，「填一份表格、到一個窗口、一次辦理，讓
信息多跑路，企業少跑路。」他表示，統一要求全國範圍內在7月1日前實施
上述舉措，更好地落實我們對中外企業一視同仁的政策措施。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

資本脫實向虛基本遏制

截至今年1月份，理財業務比去年同期僅增長1%，表外業務開始收縮，野蠻
生長和交叉產品趨停，銀行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基本上得到遏制。

在防範金融風險上，銀行是主戰場，不僅企業槓桿率要降低、政府槓桿率要
降低，居民家庭部門槓桿率也要降低。他提醒，居民家庭個人借貸消費、買
房、投資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借錢比存錢增長還快，這種情況值得警惕。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

減輕貧困患者就醫負擔

截至2017年底止，已經分類救治了420多萬貧困患者，去年有185萬因病致
貧戶擺脫了貧困。提高醫保的報銷比例，大病保險降低了起付線50%，2017
年，貧困家庭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負擔比例下降到20%左右。全國有900多
家三級醫院，與全部貧困縣的1,180家醫院縣級醫院建立了一對一的幫扶關
係，並構建了遠程醫療系統。

國家水利部部長陳雷：

極端天氣多發影響偏重

今年極端天氣或多發，洪澇乾旱並重，颱風生成和登陸的個數或偏多。將有
南北兩條主降雨帶：長江、珠江、太湖流域可能會發生區域性暴雨洪水；黃
河中游、海河、第二松花江和遼河可能發生較大洪水。此外，將確保在今年6
月底之前，全面建立河長制，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建立湖長制，讓河湖煥發
新生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兩會報道）昨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台灣代表團舉
行全體會議。多名台籍全國人大代表表示，
惠台31項政策的出台是兩岸民意共同努力
取得的成果，將會給台胞帶來實現自我價值
的機會。他們呼籲抓好惠台政策的落實，讓
台胞真切體會到大陸蓬勃發展給每一個中華
兒女帶來的獲得感和擁有感。
全國台聯會長黃志賢表示，大陸的發展對
台灣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他呼籲台胞「不
要被錯誤的宣傳所蒙蔽」，並且鼓勵他們多
到大陸走走看看，了解一個真實的、屬於自
己的大陸，尋找到能放飛夢想的機遇。

冀為台師保留基金申報名額
全國台聯理事陳軍認為，惠台政策第30

條提到鼓勵台灣教師來大陸任教，其在大
陸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薪資評價體系。
「台灣教師所希望的自我價值的實現、和
諧的教學氛圍、透明公開的晉升機會、適
當的薪資要求，以及安定的家庭生活，一
切的期望都會隨着惠台政策細則的落實而
實現。」
陳軍建議在國家級自然科學基金和社會科

學基金的項目申報中，為台灣教師保留一定
比例的名額，從而增強台灣教師在大陸課題
研究能力的提高，讓他們真正體會到融入感
和擁有感。

加強大陸涉台辦事人員培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陳雲英表

示，惠台政策的出台是兩岸民意共同努力

取得的成果。作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目
前唯一的台籍人才，她直言自己已享受到
了同等待遇：充分的醫療保障、完善的職
工福利等讓她可以安心在大陸工作、生
活。
陳雲英認為，同等待遇的實現要做到同城

同等待遇、同單位同等待遇、同職業同等待
遇。她還呼籲加強對涉台業務的辦事人員的
培訓，讓每個辦事人員具備講解政策精神、
解答相關問題、聯繫相關辦事部門的能力，
做到首問責任人，不能以「我沒見過台籍人
才」等理由推脫。
陳雲英希望，大陸各部門能夠在網上公佈

惠台政策的辦理流程，盡量做到能在網上辦
理的就不到現場，必須到現場辦理的，只跑
一次路就能解決。

「代表通道」部分代表觀點摘要
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張工：

三地高速ETC收費實現了全覆蓋，北京新機場明年投運，京津冀三地「半小
時通勤圈」將會初步形成；北京一批優質的服務資源，以「交鑰匙」支持的
方式到雄安新區去建設並為當地提供公共服務。

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長、黨組副書記袁桐利：

京津冀三地在交通、生態和產業等方面率先突破，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實現
良好開局，冬奧會籌辦正扎實推進。河北將按照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要
求，努力當好北京的護城河。

小米科技董事長兼CEO雷軍：

發展製造業需要依靠創新、質量、設計以及「互聯網+」四要素。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董明珠：

中國要成為一個製造強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

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權：

過去五年中國立法最大的亮點就是確保了改革於法有據方面。「高手在民
間」，且立法越民主，法律就越容易被公眾所信仰，他呼籲在立法草案徵求
意見時，能有更多公眾參與其中。

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傅信平：

通過大數據和信息化手段，貴州監察系統做到了辦案全程留痕，實時監管。除
了需要保密的情況以外，所有信息均對外公開，讓司法公正看得見、摸得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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