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貫徹「一國兩制」政界：勿妄想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國家

主席習近平重申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支
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增強港澳
同胞國家意識等。多名香港政界中人都認
為，習主席的講話句句切中要點，反映出
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堅定不移的立
場，在支持香港發展上也十分振奮人心，
希望大家把握好機遇去發展，不要妄想作
出分裂國家的行為。

習主席講話振奮人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習主席的講話句句切中要點，
振奮人心，尤其是今次兩會後，國家的結
構和人事都向着中國夢去開展，令大家對
國家發展充滿信心。
李慧琼指出，國家好就香港好，習主

席多次說支持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是重申了中
央堅定不移的立場，所以大家都要抓緊
機遇。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習主席的講

話立場清晰，為香港社會帶出明確信息。
她表示，香港已回歸祖國20年，特區政府
有責任加強「人心回歸」，做多些帶領民

意的工作。
葉劉淑儀表示支持「一國兩制」是毫無

疑問的，並批評「自決」是「語言偽
術」，與「港獨」無異，任何想將香港
「自決」，或減少分寸國土的行為都是不
可接受的。

不跟國家走 港失動力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國家近年的發

展很厲害，也可見未來會積極推動中國經
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若香港作為一個細
小的經濟體，不跟國家走，將會失去發展
的動力。
他指出，國家的發展在全球層面都能帶

動經濟增長，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更
要把握機遇。

至於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等，他認
為這是全世界都會做，教育市民愛護國
家，也是正常不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習主席

的講話再一次重申中央立場。大家不要妄
想挑戰中央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否則只
會引火自焚。
何啟明指出，某些人刻意挑撥香港和

國家的矛盾，但其實香港與國家的發展
息息相關，如果不在國家經濟起飛時一
起發展，最終受害的只會是香港的市
民。
他舉例指，有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
主流民意都希望盡快通過，希望反對派不
要再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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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保障國家未來發展

代表：加強國家意識 更好融入大局

李克強：港人逐步享國民待遇
包括住房教育交通等多方面 深化交流同發展共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

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提升到

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港區代表和委

員在兩會期間提出了包括促進大灣區

內人員等更便捷地流通的建議。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閉幕後會見中外記者時，被問到

粵港澳大灣區及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問題，他透露，港澳居民在內地

住房、教育、交通等多方面，將逐步

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我們

願意和港澳同胞一起共享國家發展

的機遇。」他強調，「我們和其他

國家都可以共同發展、互利共贏，

更何況內地和港澳同屬一個國家，

在『一國兩制』下，會更好發揮各

自的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

長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圓滿閉
幕。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總結今年會議
時均感受良多。有代表認為，人大表決通
過憲法修正案是完成歷史任務，將國家制
度寫進憲法，將為國家未來發展提供保
障。有代表則指，國家領導人在今年兩會
多次重申了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社會應好好把握機遇。

陳勇：勾劃未來發展藍圖
港區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國

家在過去5年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今年是全國人大換屆之年，更要為未來5
年更好發展、早日實現民族復興及中國夢
鑄造一副強大引擎。

「今年我們看到國家更重視憲法及依憲
治國，有人更形容新一屆的國家領導人是
『夢之隊』，凝聚了各方人才，給人民非
常大的信心，加上習主席全票當選，更顯
得上下一心、精誠團結，已準備迎接世界
的激烈競爭。」陳勇說。
在眾多工作中，陳勇感受最深的是修

憲，因為這將過去 40年改革開放的經
驗、智慧寫成法律內容，勾劃出未來發
展藍圖，更符合將要發展成現代化強國
的要求。
港區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

長林龍安指出，今年是中共十九大開局之
年，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落地之年，故今年兩會特別重要，定下
未來5年甚至更長時間國家的走向及發

展。
「特別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創新科

技、互聯網的不斷發展，是港人共享國家
發展成果的機遇。」林龍安說。
港區代表、經民聯青委會顧問張俊勇表

示，自己首次出席兩會，學習了很多，感
受同樣良多，「特別是看到國家的發展並
非僥倖，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包括代表
們、官員們日夜審議及商量而換來的，很
感恩。」
他又形容，自己有份表決通過憲法修

正案，是完成了歷史任務，「我們國家
的制度已由憲法來保障，到了完善階
段，而且已建立了制度自信，『一國兩
制』也有保障，到了幾十年之後，我仍
會很自豪的和家人、朋友講，我當時的

心情是如何的激動。」

陳亨利籲港對接發展戰略
港區代表、聯泰集團行政總裁陳亨利指

出，今年兩會認真處理了多項議程，包括
修憲、監察法立法、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等，自己作為港區代表的新人，有幸參與
其中，為國家、香港建言獻策。
他續說，自己從今年兩會中，深感國家

回應「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的力
度、勇氣和承擔，也體會到國家盡顯對香
港發展的關切之情，特別是今年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也即將出台，呼籲香
港社會好好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主
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在昨日的總理記者會上，有香港記者提
問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但在香港，有人擔心這做法會令香港「失去
自身的特色和定位」，影響到「一國兩制」
的落實，甚至模糊「兩制」的界線。
李克強在回應時指出，要把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成世界級的大灣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
地有各自獨特的優勢，能夠形成互補，否則就
談不上一個有世界競爭力的大灣區了。」

規劃綱要快出台 共享機遇
他續說，大灣區的規劃綱要正在制訂，很
快會出台實施，而港澳居民到內地、特別是
廣東省工作、生活，在住房、教育、交通等
多方面將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內地願意和港
澳同胞一起共享國家發展的機遇。
李克強強調，即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中央當然會堅持「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我們和其他國家都可以共同發展、互利共
贏，更何況內地和港澳同屬一個國家，在
『一國兩制』下，會更好發揮各自的優勢，
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長極。」
此前，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開幕會上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在對
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部分中，指出要扎
實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完善區域發展政
策，把各地比較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其中一項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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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徹「一國兩制」融入祖國大局
工作報告的結語部分也提到，我們要繼續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大力
發展經濟，持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
促進社會和諧。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交流合作。我
們堅信，香港、澳門一定能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北京報
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昨日的重要講話
中，重申中央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
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澳
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多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均認為，香港人需要加強國家意識，
才能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中，並期
望特區政府積極有為，把握機遇，在貢獻
國家的同時成就自身的發展。

譚耀宗：為港締更闊發展空間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示，習主席

在講話中重申了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及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
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他期待香港
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繼
續「交出好表現」，包括把握粵港澳大灣
區機遇，為香港締造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港區代表團副團長、香港中旅社榮譽董

事長盧瑞安認為，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就先要增強香港的國家意識。
「這次兩會多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已經指明路怎樣走了，如
果港人再因對國家認識不足，沒有為意到

這兩方面，事情會很難辦。」盧瑞安說。
港區代表、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李引泉

表示，香港市民應很好地理解習主席講
話，希望香港更好地和國家同行，適應國
家發展大趨勢，這非常有意義。回到自己
的工作崗位後，所有代表都應該按習近平
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努力。

黃友嘉：可藉發展改善民生
港區代表、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指出，中

央支持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香
港自身也有好處。國家既可為香港的發展

提供遼闊空間，香港也可藉此貢獻國家，
更可藉發展所得改善民生。
港區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李應生

說，今年兩會多次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習主席在講話中重申了這一點，
香港要積極把握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等
機遇，去達至國家及自身發展。
港區代表姚祖輝注意到，習主席講話中

非常關心香港、澳門的發展。「港澳同胞
的幸福生活也是習近平主席牽掛的大
事。」香港要承擔起橋樑作用，讓國際社
會一起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日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日前「「齊腳齊腳」，」，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

■李克強指出，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世界級
的大灣區。下圖為港珠澳大橋。 中新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