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不融入灣區 港易被邊緣化
陳茂波籲港人「靈活走位」打通「港灣」人流物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屆特區政府重視青年

發展，昨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與學生會面，討論財政預

算案。不少年輕人都關注住屋問題，有學生更建議開發

郊野公園用地建屋。陳茂波坦言，社會上對此有不同意

見，須透過討論得出主流意見。在談到創科發展時，他

強調創新科技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如果香港不積極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就會容易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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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叮嚀
廣聯部 鍾毅

歲月是一本不忍讀完的書。翻到1982年9
月1日那一頁，彼時年近弱冠的我第一次背
上行囊，離家赴中山大學求學，母親帶着
自豪又不捨的心情送我出門。她心性善良
淳樸，待人謙和大度，雖然目不識丁，卻
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傷人感情的話。離別之
際，她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一聲：「出門
在外，要與人為善。」這一句普普通通的
叮嚀，一直在我耳邊迴響了36年。對母親
而言，與人為善，是祖德家風。而我轉身
離開那個山村，帶走的不僅是綿長的鄉
愁，更是母親深切的期望。

二十年後，我被破格晉升為地級市副市
長，成為廣東省最年輕的地廳級幹部之
一。2002年正月初八早上，我正準備離開
原來辦公室赴任的時候，單位的保潔員宋
姐拿着拖把和污水桶擋在我辦公室門口，
眼含淚花地說：「領導，我一直想感謝
您，但沒有機會。聽說您要調走了，讓我

再給您拖一次地吧。」宋姐樸實的話語讓
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也讓我想起了1998年
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我是辦公室主任，負
責單位分房，所在單位人多房少，很多大
學生都分不到住房。因宋姐工齡長，分房
的分數高，不少同事向我建議先把房子分
給大學生，就不要分給宋姐了，反正她也
不知道（宋姐是一位間歇性精神病患
者）。我想起母親與人為善的叮嚀，沒有
採納同事們的建議，讓她在監護人的陪同
下第一個選了最好的房子。近五年時間過
去，沒想到宋姐這樣一位特殊而普通的員
工依然牢記在心。那一天，我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靜。如冰心老人所說：愛在左，同
情在右，走在生命的兩旁，隨時撒種，隨
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鮮花彌漫，
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着荊棘，不覺得痛
苦，有淚可落，卻不是悲涼。

2002年3月的一天，我履新後第一次碰
到了「釘子」，幾百人集體上訪圍住了
市政府大門口，原因是我簽發的市人民
廣場（老城區中心）拆遷通告引起了拆

遷戶的不滿。我走到上訪群眾中間，手
拿着喇叭同群眾耐心解釋政策，說明政
府拆遷的目的和用意，並當眾作出承
諾：「人民廣場的拆遷一定會讓大家滿
意！」第二天，我到拆遷現場同大家協
商，在與一位最困難的孤寡老人交流
時，我看到了他臉上的迷茫和絕望：他
僅住 12 平方米的房間，不管按照什麼補
償標準，他都不可能購買到新房。隨行
部門的負責人向我建議，不如由政府出
面將這位孤寡老人安排到養老院去，但
我的耳邊又迴響起母親當年的叮嚀。我
當場拍板特事特辦，由政府兜底，安排
一套一房一廳 40 平方米的新房作為老人
的安置房。此後，僅三個多月時間，500
多戶拆遷戶全部簽訂了拆遷協議。作為
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與人為善不是無底
線的同情和施捨，而是原則之內的公平
和傾斜。管仲有言：善人者，人亦善
之。與人為善，本身就閃耀着道德的大
美之光。

市人民廣場拆遷項目是市政府1988年提

出的民心工程，歷時三屆政府始終無法落
實，我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全面完成了拆遷
工作，有些市民議論說：「這位從省城空
降下來的市長有背景，拆遷戶不敢鬧了，
才簽成協議。」也有一些同事問我：「你
初來乍到，是用什麼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的？」我一直沒有找到具體答案。不過我
自此又明白了一個道理：與人為善並非意
味着軟弱和妥協，而是意味着剛正和力
量，正是這種直指人心的力量超越了一切
現代化的拆遷設備。南北朝的蕭綱曾說：
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
明。善行是一束照亮人心胸的光，當你胸
懷善念，能照亮自己，亦能照亮他人，照
亮我們前行的漫漫長路。

2017年的7月和12月，是我到中聯辦廣
聯部工作後心情最沉重的日子，陳達明、
鄭國雄兩位老領導先後離開了我們。在他
們病危期間和彌留之際，我與老幹處的同
志帶着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陪伴他們走完
了人生最後的旅程。陳達明老社長彌留之
際曾諄諄囑咐我說：「凡事不能太滿，滿

了就會溢出來，我一生奮鬥、奮鬥，不知
不覺奮鬥到100歲，太老了，給組織、你們
帶來了負擔。你不要管我了，快點回去上
班，幹好你的工作。」鄭國雄老社長彌留
之際雖然沒有給我們留下隻言片語，但家
屬告訴了我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鄭老是
原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他雖身居高
位，卻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把任何一
個子女和親戚調進大城市或提拔重用，至
今鄭老的4個子女及家屬全部留在家鄉的工
廠工作或自己打工。斯人已逝，悲痛之餘
帶給我的感動卻終身難忘，他們對黨忠
誠、對祖國和人民無限熱愛的高尚情操，
令我心嚮往之，也將成為我一生遵循的風
向標。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時至今日，
我依然記得三十六年前那個雲蒸霞蔚的清
晨。母親那一聲溫暖的叮嚀，在許多夜深
人靜的時刻乘風破浪而來，教我為人處世
的道理，給我砥礪前行的力量。未來的人
生之路，我還將一步一步地繼續前行，不
忘初心，不忘母親的叮嚀。

香港青年協會昨日舉行「預算
案Online」，陳茂波與逾

200名中學生對談，其中住屋問
題成學生關注焦點。蔡同學坦
言，住屋問題令港人「頭痕」，
住屋變成年輕人「遙不可及」的
目標，建議政府直接資助有需要
人士置業。

與200中學生論財案
陳茂波說，房屋問題需整全處
理，未來數年房屋供應增加，未
來三四年內，每年樓花有兩萬個
單位，每年落成的單位亦有兩萬
個，供應大幅增約五成。目前樓
價高企，樓市有調整風險，如果
現時推出措施幫助年輕人置業，
一旦樓市下跌，年輕人或會「好
傷」，故暫時不考慮。
有學生則向陳茂波獻計。陳同

學建議開發郊野公園用地建公
屋，以解決基層住屋問題。陳茂
波解釋，政府雖然樂意做，但社
會上有不同的意見需討論，早前
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希望在
數個月內尋得主流意見。

指創科潮流不可抗拒
創科發展尤其是電競業的推動
亦深受年輕人的關注。今年的財
政預算案預留500億元支援創科
發展，包括向創新及科技基金及
科學園注入各100億元，並向數
碼港投放 1億元發展電子競技

等。陳茂波解釋，電競已納入亞
運比賽項目，將支持數碼港發展
電競比賽場地，而創科局亦會把
電競作產業發展。
他續說，香港是細小的開放型

經濟體，非常容易受外圍因素影
響，因此香港要洞悉國際大形
勢，創新科技是歷史潮流，不可
抗拒。如果香港不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就不能影響整個
大灣區規劃，亦容易被邊緣化。
陳茂波強調，如果能夠打通香

港與大灣區之間人流、物流、資
金流、訊息流，便能夠面向6,800
萬人口的大灣區市場，呼籲港人
要發揮「靈活走位、乘勢而起」
的特質。
他指出，政府重視科技教育及

人才，分別為博士後研究生提供
5億元作研究，教育局亦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注資300億元，讓學
校能按自行的需要發展STEM教
育，又強調香港有4大優勢發展
創科，包括：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生物科技及金融科技，希望
吸引國際企業來港。
有同學憂慮有年輕人被撤銷議

員資格，及未能參選立法會補
選，不利年輕人參政。陳茂波表
示，有關案件已獲終審法院判
決，政府歡迎青年議政及參政，
但需明白要有底線，「年輕人關
心身邊的事，我們感到驕傲，但
希望他們明白要有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
研究財政預算案後的補漏拾遺工作。立法會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會面時，提出關顧長者、申領綜援人士的措
施，希望特區政府在擁有大量盈餘下，進一
步紓緩基層市民面對的生活壓力。
陳健波表示，在預算案公佈後收集了很多
市民意見，一是要求增加對長者的優惠，如兩
元搭車優惠、醫療券、領取生果金的受惠年齡
由65歲降到60歲等。
他解釋，隨着香港的人口老化，很多市民
逐步踏入60歲的退休之年，他們為香港付出
了很多，特區政府有責任做好扶老和安老政
策，並優先處理相關項目，即使未能立即辦
到60歲便開始享有福利，也應該循序漸進，
逐步降低受惠年齡的要求。
就部分市民反對「派三糧」給領取綜援
者，理由是他們已經享有福利，更甚者認為他
們是「懶人」，不值幫助。陳健波引述社會福
利署的統計數字指，申領綜援者八成以上都屬
年老、永久性殘疾、健康欠佳或低收入人士，
認為香港作為一個關愛的社會，應該扶助他們
一把。

有市民則認為特區政府擁有大量的盈餘，
但社會上仍然財富不均，導致社會不滿情緒升
溫，陳健波認為特區政府可提供電費、交通補
貼等。

冀局部派錢助中產基層
針對「派錢」問題，他認為局部派錢或
「劃線派錢」，針對性地協助有需要的中產或
基層市民，將可更有效運用公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接受《金
融時報》訪問時表示，國家主席習近
平是她最欣賞的政治領袖。無論是在
處事以至講話上，她認為習近平「越
來越有魅力」，令人敬佩。她又表示
不認為中央政府「收緊」對港政策，
「如果我們尊重『一國』，就可以保
留自己的制度。」
《金融時報》昨日刊登了林鄭月娥
的專訪。在記者問到她最欣賞的政治
領袖時，林鄭月娥直言：「你可能會
說這是『擦鞋』，但我亦一定要說，
我覺得習主席做的和說的越來越有魅
力和令人欽佩。（You may say that
it's shoe-shining but I have to say I
find President Xi more and more
charismatic and admirable in the
things that he is doing and saying.）」

不認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
就有香港反對派以至部分外國媒體

聲言中央政府正在「收緊」對港政
策，林鄭月娥直言不同意這說法，並
形容中央只是在捍衛國家主權，就像
西班牙在歐盟的支持下，處理加泰羅
尼亞一樣；國家賦予香港「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方
針，「我相信如果我們尊重『一國』，
那麼我們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制度。」
身為禮賓府的「主人」，林鄭月娥

還帶該報記者四處參觀，包括宴會
廳、小飯廳、門廳，以及由網球場改
建而成的小花園。林鄭月娥笑言，住

在禮賓府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把私人生活和工作
合併，當她面對一系列棘手問題時，會到小花園
散步走一走，讓自己的頭腦更清晰，「我現在覺
得工作是頗輕鬆的。」
在訪問期間，她也談到香港的房屋問題，林鄭

月娥表示，自己有兩個兒子，能夠理解年輕人的
挫敗感，故推出了「首置上車盤計劃」，以協助
首次置業的人士。
不過，對於2014年違法「佔領」，她直言年
輕人是因為有嫉妒心，故被引導至更激進的立
場：「當其他人擁有它時，為何我不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人結
婚選擇一切從簡，不擺酒、不行禮，
索性旅行結婚，順道度蜜月，亦有越
來越多新人重拾婚嫁傳統，選擇儀式
繁多的中式婚禮。昨日有商場舉行傳
統中式婚禮，6對身穿霞帔馬褂的準新
人，在大妗姐的帶領下，進行揭頭
紗、合卺交杯、向高堂敬茶等儀式，
並在律師見證下簽紙結為夫婦。有新
人指傳統婚嫁習俗意義深遠，代表兩
個家庭的結合。

新娘：傳統才夠正式
新人梁家進及梁婉瑜分別27歲及26

歲，結束12年的愛情長跑，步入婚姻殿
堂。梁婉瑜表示，自小已決定舉行中式
婚禮，認為採用傳統的婚嫁儀式才夠正
式，「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代表
兩個家庭的結合。」
她坦言，「一定要擺酒，一世人一

次，大排筵席才能分享喜悅！」兩人今
年10月便會在尖沙咀酒樓擺廿圍宴客，
並希望盡快生兒育女，「生夠兩個！」
新人楊智寧及周海欣拍拖4年，昨

日簽紙結婚後，便即日在商場內的酒
樓擺酒宴客。新娘周海欣笑言，男友
去年中已求婚，但對選擇中式或西式
婚禮仍「心大心細」，今年初接獲
MegaBox通知，入圍今次婚宴活動。
新郎楊智寧指，早前已完成過大禮

及回大禮的程序，未料到昨日有大妗

姐，在其引領下完成一個個傳統嫁娶
儀式，感覺十分特別，更添喜慶氣
氛。

七成準新人指擺酒最重要
另外，有調查上月向642位準新人發

問卷，發現在傳統婚嫁習俗中，近七
成受訪者認為擺酒最為重要，其次為
出門、迎親、過大禮等。除此之外，
在選擇婚宴酒席地點時，新人首先會
以酒店或酒樓口碑作選擇，其次為食
品質素、地點及交通。
MegaBox總監文靜芝表示，每年平

均逾1萬圍婚宴酒席於商場舉行，今年
2 月至 3 月婚宴酒席較前年同期多
15%，至於去年整體婚宴酒席則較前年
上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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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倡「生果金齡」降至60

穿霞帔着馬褂 6對新人齊行中式禮

■梁家進及梁婉瑜結束愛情
長跑，步入婚姻殿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6對身穿霞帔馬褂的準新人，昨日在商場舉行冰上中式婚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青年協會昨日舉行「預算案Online」，陳茂波與逾200名中學生對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陳健波向陳茂波遞交財政預算案新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