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曉明在蓉調研川港合作
應邀出席高層會晤 了解港人就業創業等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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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蓉期間，張曉明和港澳辦交流
司、聯絡司有關人士還順道就川

港合作和香港居民在內地就業、創
業、學習、生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問
題進行了調研。
5月10日下午，四川省委書記彭清

華會見張曉明等一行，就加強川港澳
全方位交流合作深入交換意見。
當晚，張曉明參觀了成都遠洋太古
里，這是由香港太古地產與遠洋商業
打造的一個開放式、低密度的街區形
態購物中心，坐落於歷史文化氛圍濃
郁的大慈寺片區，成功地將歷史建築
保護與現代商業開發有機融合。

分享交流合作四點精神
5月11日上午，張曉明出席川港高

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
議，並在會上致辭，分享中央領導在
談及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時所強調的
四點指示精神。
同日上午，張曉明還出席了「四
川—香港投資與貿易合作交流會」、
「川港青年交流計劃—巴蜀文化之
旅」啓動儀式，以及參觀「改革開放
40周年川港合作暨香港援建四川災後
重建10周年成果展」、參觀四川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
院。
當天下午，張曉明來到成都國際金

融中心港久茶餐廳，與在蓉工作的十
多位香港商界和專業界人士座談，聽
取他們對在蓉生活工作的感受和對香
港居民在內地就業、創業、學習、生
活等相關政策措施的意見和建議。

考察當地基建物流設施
5月12日上午，張曉明來到成都國

際鐵路港考察。成都國際鐵路港擁有
亞洲最大的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和內地
領先的國際集裝箱物流園區、散貨物
流園區，首創了鐵路貨站、物流基
地、國際口岸、保稅物流、臨港工業
區、商貿集聚區「六位一體、無縫銜
接」的模式，榮獲「一帶一路」建設
突出貢獻獎、物流園區創新發展獎、
中國最佳物流園區、中國物流園區示
範基地等殊榮。

赴地震遺址悼罹難者
當天下午，張曉明來到汶川映秀鎮

漩口中學地震遺址，出席汶川特大地
震抗震救災10周年紀念活動，深切悼
念在地震災害中不幸罹難的同胞和在
抗震救災中捐軀的英雄。
當天下午，張曉明參觀了成都顧連

康復醫院，該院由香港企業新風天域
集團投資成立，是西南首家引入香港
先進康復理念、模式與技術的國際康
復專科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國務院港澳辦網訊，5月

10日至13日，應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邀請，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張曉明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席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

議」第一次會議，並參加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10周年紀念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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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問
題迫在眉睫，
足夠的土地供

應是當中關鍵。立法會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
昨日在 facebook 上開辦的「Tony
學堂」中表示，特區政府曾預留一
幅面積60公頃的土地供香港迪士尼
樂園作二期擴建，不過，受上海迪
士尼開幕影響，香港迪士尼近年的
入場人次節節下跌，故他建議將這
幅「曬足廿年太陽」的土地發展成
其他遊樂設施，從而騰出市區的私
人遊樂場用地來解決房屋問題。

迪園地建遊樂設施 市區地建宅
謝偉銓在翻查資料後發現，特區

政府在1999年撥出了竹篙灣一幅
面積達126公頃的填海用地，與迪
士尼合資興建主題公園，同時預留
了一幅60公頃、相當於一個18洞
標準高爾夫球場的土地供二期擴
建，惟目前第一期的用地仍未用
盡，故二期用地至今仍「原封不
動」。

他解釋，根據上述協議，迪士尼
對二期用地擁有20年的優先認購
權，更可自動延長認購權5年，倘
香港迪士尼在2025年的入場人次
達到800萬，便能再延長認購權5
年。
影片其後列出了香港迪士尼近年

的實際入場人數，發現自上海迪士
尼於2016年開始營運後，香港迪
士尼每年的入場人次持續下跌，去
年亦只有620萬人次入場，較高峰
期減少約130萬人次。
影片還透露，特區政府在2008
年至2009年間，曾預計香港迪士
尼在2025年的入場人次僅730萬，
因此不論預計人數還是實際數字，
相信在未來7年都難以升至800萬
人次。
為解決日趨嚴重的房屋問題，謝

偉銓建議特區政府盡快釋出二期用
地，並在該地興建其他休憩或遊樂
設施，以便與香港迪士尼互相帶動
人流，同時騰出市區的私人遊樂場
用地來興建房屋，「兩全其美，何
樂而不為？」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港
人提供極大的發展機遇，身為全國
政協委員的謝偉銓近日就代表了香
港的建測規園界去信國家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要求放寬港資建築及工
程企業參與國家發展的門檻、取消
4項工程承包的限制、爭取在大灣
區的港人能享有「國民待遇」，及
港人只須繳交香港薪俸稅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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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新民黨昨日舉行第八次周年會員大
會，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發佈主席
報告時指出，明年的區議會選舉，
以及 2020 年立法會選舉均是硬
仗，新民黨期望各成員爭取更多議
席，獲得更大力量，監察政府，以
新思維推動香港在政治、經濟、民
生各方面的發展。

葉劉淑儀：每月有市民加入
是次會員大會接納及通過執行委

員會2017/18年度報告。葉劉淑儀
在主席報告中表示，自2011年創
黨以來，新民黨秉持愛國愛港的立
場，致力推動全面準確地落實基本
法，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
踐盡最大的努力。「我們的立場得
到很多市民支持，每月均有市民加
入。」
她並介紹，該黨有22%黨員是35

歲或以下的青年黨員，超過60%黨

員有大學或更高程度，還有很多專
業中產人士，目前已有不少黨員加
入了政府各個委員會，在不同範疇
向政府出謀獻策。
葉劉淑儀續說，新民黨過去一年

積極和內地交流，又主動和各政策
局及持份者組織會面交流，落實政
策研究。

她表示，過去一年，該先後向政
府提交至少12份建議書、派代表出
席了43場公聽會，並就財政預算案
先後3次和財政司司長會面，提出
建議，並成功爭取政府補漏，落實
向合資格者派發4,000元。未來，
他們會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建
議書。

新民黨：明年區選是硬仗

■新民黨昨日舉行第八次周年會員大會。

2018年5月9日至11日，由香港一帶一路文化鑒
識專業協會、中國金磚集團主辦，澳洲百利達酒莊
贊助，灼見名家傳媒、香港國際專業管理協會、香
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飛揚國際藝術品有限
公司、香港古月堂文化產業公司、香港國際美術家
協會、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深
流星教育集團、香港正心文化等單位支持的「一帶
一路．四海同心中港名家書畫展」在香港尖沙咀文
化中心隆重舉行。在第一天的開幕典禮上，中聯辦
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朱
挺、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藍鴻震、香港中華文化
發展聯合會主席黃富榮、香港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執
行主席劉偉忠、全國政協委員於志學、灼見名家傳
媒社長文灼非、飛揚國際書畫藝術品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長楊青梅、國際文化交流中心CEO劉昕、國
際文化交流中心執行總監樊紅軍、廣東廣播電視台
欄目攝製組攝影師黃海遠等領導嘉賓出席了本次書
畫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發表重要
講話，祝賀「一帶一路．四海同心中港名家書畫
展」順利開展，他還表示，此次書畫展讓兩地書畫
藝術家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為中國書畫藝術的持
續發展帶來深遠意義。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
榮譽主席謝烱全表示文化交流是「一帶一路」倡議
的重要組成部分，舉辦此次書畫展的目的是為了弘
揚中華傳統文化藝術，深化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
流，加大人文交往與合作。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
協會主席趙雨樂向各位來賓介紹了本次書畫展的意
義，對來自內地和香港16名書畫家親臨展會現場，
共展出逾百件書畫精品的做法表示感謝。中國金磚
集團主席林東峰在致辭中表示，中華文化源遠流
長，中國書畫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
弘揚民族精神，是本次展覽意義所在。
書畫展覽是中港名家難得一聚的機遇，作品的創

作時代與理論建構，從來都是京港畫家風格形式的
重要元素。故此，主辦方在翌日5月10日下午，於
中環花園道33號聖約翰大廈又舉行京港書畫名家座
談會暨筆會，讓作者面對面交流，探討近半世紀以
來中西畫藝的交融，並南來北往的畫家人脈。全程
文匯報、廣東廣播電視台、中國新媒體信息網、中
國發布網、世界僑報、信息時報等傳媒體記者參與
了本次會議。會議由一帶一路文化鑒識專業協會主
席趙雨樂主持，書畫家們暢談自己從事書畫藝術的
經歷，並相互交流學習，共同探討一帶一路書畫發
展思路。會議當中，京港作者熱烈討論了一些重
點：中國書畫創作是朝向上行的發展軌道，還是囿
於缺乏意念突破的胡同？在文化產業的扶植上，政
府決策、商人資本、民眾參與，如何達至三方共融
互利的效果？從繪畫學習上，京港兩地學生能否延
續密切的師承系統，從而建立不同的畫派理路？凡
此種種，與會專家學者均發表了精闢的意見。論壇
結束，筆會開始，書畫家興致勃勒，即席題字寫畫
留影，由張永濤、宋尚信和唐永強等老師特別贈送
他們寶貴的書畫藝術珍品予主辦方，並現場為來賓
贈送書畫墨寶。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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