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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建言獻策「帶路」灣區
免港原材料等入口關稅 打造國際旅遊集散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提升

至國家戰略發展層面。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陳勇在全國兩會期

間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免除來

自香港的原材料、設備和中間

產品等的入口關稅，為大灣區

的創科產業提供更佳條件；優

化「144 小時便利簽證」計

劃，令粵港澳成為亞太地區重

要的國際旅遊目的地和遊客集

散地；促進香港農業、漁業的

發展等。

陳勇認為，
粵港澳大

灣區可透過區
域合作，互惠
互利。香港可
以借助大灣區
規劃的東風發
展創新科技，
在產品、技術
和市場等方面
提高創新能力，加強開拓內地及海外
的龐大市場。

倡灣區建成智慧城市群
他建議在大灣區內協調官、產、
學、研的合作，透過發展大數據、加
強科技基建，及訂立資歷認證機制等
政策，將整個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市
群；成立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以
提供最佳的科創資源和平台，盡快推
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以
推動國家及灣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
展，並免除來自香港的原材料、設備

和中間產品等的入口關稅，降低研發
等成本，為大灣區的創科產業提供更
佳條件。
在旅遊發展方面，陳勇提到覆蓋整

個粵港澳大灣區的「144小時便利簽
證」政策，並建議對符合相關條件的
國際旅客進一步放寬目前的規定，如
考慮倍增至288小時，吸引更多國際
旅客訪港，體驗「一程多站」的旅
程；進一步優化交通、安全和通關環
境，推動三地旅遊服務便利化對接；
善用和規劃好大灣區擁有的獨特及多
元化旅遊資源，切實加強在海外進行
聯合推廣，協力提升珠三角地區的整
體旅遊吸引力。
他並建議打造大灣區優質的社會服

務體系，包括推動高校持續增加對社
工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快推進高

級社工師考試機制、創建中級及高級
社工師職位；參考香港特區設立社會
工作部門，專責擔任統籌及管理工
作；提高政府部門對社會服務的購買
力度；加快對本地專職督導隊伍的建
設等。

盼准港澳漁民遠洋作業
在漁農業方面，他建議國家在規劃

大灣區時參考橫琴及河套區等地的深
港合作模式，研究劃出部分鄰近香港
的內地水域及島嶼，以內地與特區政
府共管形式，讓香港漁農民生產作
業；在鄰近香港的內地島嶼建立「垂
釣基地」，容許遊客自由來往兩地進
行多元化的垂釣活動，打造優良的娛
樂區域。
陳勇並建議中央政府研究推出可

容許港澳流動漁民參與遠洋漁業的
具體政策，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支
援，並與內地漁民一同可享有遠洋
生產的相關優惠政策、補助及免稅
支援；研究給予在內地的港資農場
經營者享有同等國民待遇；批准港
澳流動漁民領取全額油補；繼續優
化CEPA有關香港原產農產品零關
稅安排等。
他又建議國家理順相關的措施及法

律、法規，促成內地或港資的內地農
場與香港食品認證檢測、包裝設計物
流業及展覽業上的合作，讓國家的漁
農產品可以善用香港的各種優勢，將
市場擴展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加強協助業界參與「一帶一路」中有
關農林牧漁業等方面的合作及建設
等。

微塑膠是指其大小少於5毫
米的塑膠，包括微膠珠及微
膠纖維，按來源可被分為

「原始」及「次生」微塑膠兩大類別。「原始」微
塑膠是指經工業製作的原產品，例如塑膠原材料或
微塑膠珠；「次生」微塑膠則是指一般塑膠製品被
棄置後經分解而成。目前，微塑膠可能源於被加入
在個人清潔護理產品如牙膏、美容護膚產品等中的
微膠珠，也有可能來自被分解的衣物、地氈和塑膠
製品等。
若微塑膠流入水域或海洋，有機會慢慢積聚及

被有毒物質依附及積聚於其表面，污染生態環境，
甚至被水中生物當作食物，從而進入食物鏈，對人
民健康造成潛在威脅。因此，微塑膠造成的健康及
環保問題，已開始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
為積極應對微塑膠對生態環境及人民健康所造

成的潛在影響，世界各國正採取各項應對措施。當

中，一些國家或地區已立法規管（例如美國、英
國、加拿大）或已表示打算立法規管（例如韓國）
個別含微塑膠產品，特別是沖洗式個人護理及化妝
清潔產品，減少微塑膠進入水域或海洋。例如美國
已於2015年立法禁止生產和銷售沖洗性個人護理
產品含微塑膠成分。
為保障我國生態環境及人民健康，中央政府有

必要盡快就微塑膠污染問題制訂應對方案。就此，
民建聯在兩會上提出了3點建議，包括第一，要鼓
勵各類生產商承擔生產者責任，在產品開發及生產
過程中以其他環保替代品取代微膠珠，或直接棄用
微膠珠。
第二，要加強教育消費者，宣傳微塑膠對生態環

境及人民健康的影響，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模式，減
少選用含微塑膠的產品，例如美容及護膚產品等。
第三，應研究立法規管含微塑膠的產品，長遠
應研究禁止製造及銷售相關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如箭在弦，港人尤其關
注如何抓緊機會，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全國政協委
員、人稱「燈芯絨大王」
的江達可，在兩會期間就
大灣區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強化香港在金融和物流
方面作為灣區龍頭的功

能，避免惡性競爭和重複建設。
江達可的提案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是灣

區內各城市之間的「融合」，需要明確各自分工和
職能定位，避免惡性競爭和重複建設。他建議明確
香港在大灣區中的功能定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和自由港，擁有高度市場化、法治化、專業化和
國際化的先發優勢，被公認為是人流、物流、服務
流、資金流、資訊流等「五流」最融通的地區，故
應充分發揮所長，強化香港在金融和國際物流方面
作為灣區龍頭的功能。
提案指，儘管CEPA、「深港通」、「滬港通」等

政策措施陸續出台，但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個關稅區」的格局中，經濟社會制度的差異長期存
在，各類要素仍然難以完全實現自由流動和有機整
合。因此，他建議未來應繼續破除制度壁壘，進一步
建立健全粵港澳大灣區的經貿、產業和金融制度保
障，並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
政策措施，為大灣區內交通、社保、醫療以及基礎設
施等方面的發展打開制度壁壘，最大可能建立起大灣

區內經濟民生領域的共同規則。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協調機制也是不容忽視的核心問

題。江達可並建議，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為大灣區內
的城市融合提供組織支撐，建立多層次的協調機制，避免
「各自為政」。在宏觀層面，建議成立高層次的領導機構，
由中央相關部門的領導人組成，負責統籌規劃，處理粵港澳
三地的利益紛爭；在中觀層面，建立由三地政府行政首長參
加的推進機制，研究解決涉及三地利益或需要協同共建的重
要事項；在微觀層面，建立日常工作機制和專項工作小組，
由三地同類專業人員組成，負責提出具體解決方案。

江
達
可
：
強
化
港
金
融
物
流
龍
頭
功
能

民記倡3招應對微塑污染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年中國司法改革總體上成果顯著，
惟「執行難」的問題仍難以在兩三
年內解決。本身是大律師的全國政
協委員陳清霞在兩會期間提案，建
議明確當事人的權力和執法機關的
責任，在深化改革司法程序上下工
夫，促進「執行難」問題解決，保
障司法公正。
陳清霞建議，在深化改革司法程序

上下工夫，明確當事人的權利和嚴格
規範執法機關的責任，進一步優化、
細化包括提級和指定管轄的規定、涉
外訴訟期限規定、巡迴法院立案規定
等，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她指，國家司法機構深入貫徹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堅定不移深

化司法體制改革，收到顯著效果。在
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上，「一處失
信、處處受限」的懲戒格局基本形
成，而網絡查控系統逐步完善，查人
找物難題進一步解決。
此外，網絡司法拍賣普遍推廣，財

產變現難得到有效解決，而執行標的
到位金額穩步提升，執行質效不斷優
化，這些深入司法改革工作，均為實
現「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
難」目標任務奠定了很好基礎。
可是，陳清霞指出，在司法工作中

還存在沒有解決的問題。據她了解，
有的涉外執行案件已經進入執行程序
11年，最高法院督辦4年，並將該執
行案件指令提級到某省高院執行，提
級執行後仍嚴重超過規定的執行期

限。最高法
院對此尚未
作出提級或
指定管轄的
決定。她認
為，現有法
律、司法解
釋對提級管
轄、指定管
轄的相關規
定，沒有明確當事人的權利和執法機
關的責任，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可利用
的漏洞，是造成「執行難」案件的根
本原因。
她建議，盡快出台相關法律及細化

相關司法解釋，以公平、透明的司法
程序來保障司法公正。

陳清霞提案助解司法改革「執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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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懷疑有過度活躍症的男童被勒死，男童外婆涉
嫌謀殺被捕。消息指，有人聲稱「唔想佢(外孫)咁辛
苦」，並曾企圖自殺。事件令人扼腕唏噓，顯示部分
家長照顧精神有問題的子女或晚輩心力交瘁，容易陷
入絕望而作出極端錯誤抉擇，釀成倫常悲劇。香港作
為文明富裕的社會，幫助受精神、情緒困擾的患者及
家庭，政府和社會各界責無旁貸。政府要有針對性加
強資源投入，與社區組織、民間團體等密切配合，積
極主動發現、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為他們提供適切支
援，避免倫常悲劇重演。

家長照顧患有學習障礙、過度活躍、自閉等問題的
兒童，需要付出數倍乃至數十倍於正常兒童的時間和
精力，身心俱疲；加上香港生活緊張，居住環境改變
令鄰里往來疏遠，又受到中國人「家醜不外揚」的文
化影響，照顧有精神問題青少年的家長承受巨大的經
濟、心理壓力，不少家長自己也出現情緒問題，一時
鑽牛角尖而做出「傻事」，倫常悲劇時有所聞。

2014年6月，元朗一名男子長期照顧15歲自閉症
長子，甚至辭工做全職「湊仔公」，可惜終因不想自
己與長子成為家人沉重負擔，在家中斬殺長子後再割
頸企圖自殺。生命是寶貴的，家長無權亦不應奪去子
女、晚輩的生命，但家長在照顧過程中不為人知的辛
酸和痛楚，亦值得社會高度重視。

統計顯示，本港有逾4萬名兒童及青少年患專注力
失調或過度活躍症，其中一半兒童，由求醫至確診及
治療，需在公院或公營機構輪候一年以上，約14%
更長達2至3年；而私家精神科醫生收費非常高昂，
單是診金每次過千元。醫學界人士強烈呼籲政府出手
相助，對有精神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支援不足，相關

家庭面對的壓力就更大。社會各界應及時施以援手，
避免悲劇一再重演。

紓緩有精神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痛苦，減輕家庭
的重負，政府應該增撥資源、增加兒童精神科專科醫
生人手，縮減治療輪候時間；社福機構更應扮演積極
角色。如果有問題的青少年及家人，透過與社福機構
接觸，由社福機構安排相關的專業訓練，提供語言、
行為及情緒的輔導，同時令照顧者學懂減壓，紓緩身
心，讓有問題的青少年及家人的路不那麼艱辛。

目前明愛、東華三院及協康會等機構，都有相關的
支援服務。經過此次悲劇之後，有關社福機構應加強
宣傳，讓更多照顧有情緒問題青少年的家庭掌握資
訊，主動尋求協助，不再隱藏問題；對相關的資源需
求，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增撥，不讓社福機構
面對「無米之炊」的窘境。

青少年患有情緒病並不可怕，成功治癒並創出一番
成就者大有人在。有「飛魚」之稱、獲得史上最多奧
運金牌的美國運動員菲比斯，年少時就患有過度活躍
症，更被老師「看死」：「此生將一事無成！」菲比
斯選擇利用游泳訓練的專注、情緒控制與紀律，幫助
克服症狀，而非依賴藥物，成長後創下世界泳壇傳
奇。菲比斯名成利就後，專門成立慈善基金會，和美
國小童群益會合作，用游泳幫助低收入家庭和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小朋友，讓他們克服恐懼，對人生抱有希
望。

香港的各界名人、精英翹楚，亦應該借鏡菲比斯的
事跡和愛心，善用自己的名望、金錢，多關心、協助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讓香港多一點愛，少一點
悲劇。

政府社福機構密切配合 避免倫常悲劇重演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所謂的「台灣旅行

法」。對於這份以「旅行」為名、行政治目
的之實的法案，中國外交部曾多次表示堅決
反對，強調有關法案嚴重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干涉中國內政。
特朗普企圖遏制中國，把台灣當作操弄「棋
子」，「台獨」勢力趁機與之沆瀣一氣，互
相利用、各取所需。中美關係對台海乃至世
界和平穩定影響舉足輕重，美國必須以大局
為重，勿對台灣傳遞錯誤信息。台灣當局更
不要錯估形勢，清晰了解大陸的底線所在，
應與大陸相向而行而非越走越遠，才能對得
起歷史，對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
負責。

自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來，為了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美國中止了高層和敏感部門
官員與台方的互訪。「台灣旅行法」的通
過，意味解除了互訪限制，變相等同美台恢
復實質性官方關係。法案在今年1月和2月先
後在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外界本以為
特朗普會以低調方式讓法案自動生效，但他
高調簽署，刻意挑釁中國的意味強烈。對
此，中方敦促美方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不與
台進行任何官方往來和接觸，不向「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干擾和損
害中美關係大局。

特朗普上台以來，打着美國優先的旗號，不
斷在經貿平衡、地緣政治等議題上向中國施
壓，兩岸問題成為特朗普與中國角力的籌碼。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未正式就任，就與蔡英
文直接通電話，打破了美國維繫數十年不與台
灣官方直接接觸的政策，遭到中方強烈抗議。
如今特朗普高調簽署「台灣旅行法」，在破壞
一個中國原則上得寸進尺。

台灣問題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中美
關係中最敏感、最重要的議題。要保持中美
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美國必須信守承諾，堅
守一個中國原則。特朗普一再打台灣牌，將
之當成遏華的「棋子」，損害中國的核心利
益，最終必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特朗普是在把台灣
當局「當槍使」，以破壞兩岸關係、損害台
海穩定來要挾中國，謀取美國和他個人的政
治利益，蔡英文當局對此不要誤讀誤判。蔡
英文上台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暗
中推動「台獨」，令兩岸關係出現嚴重倒
退。「台灣旅行法」對島內的「台獨」勢力
發出錯誤信號，蔡英文當局可能更加肆意妄
為，但其實前景將更加堪憂。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再重申「六個任何」：絕不允許任何人、任
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
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大
陸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
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如果「台獨」勢力試
圖挾洋自重，超越「一中」底線，大陸必定會
作出強硬反制。擺在蔡英文當局面前的唯一選
擇，就是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回到承認「九
二共識」的正確道路上來。

台當局勿錯判形勢 充當特朗普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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