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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面臨三個重要交匯期港面臨三個重要交匯期
國家改革開放前40年和新一輪
改革開放的歷史交匯期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香港經濟
轉型升級的歷史交匯期

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
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歷史
交匯期

黃蘭發：香港形勢現新氣象
逾700位各界人士出任國慶籌委會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鄭治祖）香港

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籌備委員

會成立大會，昨日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禮堂舉

行，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同胞慶國慶常設委

員會主席董建華主持大會。中聯辦副主任黃蘭

發應邀出席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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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蘭發出席香港同胞慶國黃蘭發出席香港同胞慶國
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並致辭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969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董建華董建華、、
黃蘭發黃蘭發、、蔡冠深及逾百名委員出席蔡冠深及逾百名委員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攝

大會通過了本年度籌委
會主席團名譽主席、

主席團主席、主席團顧
問、主席團成員、正副秘
書長及各組正副主任人選
名單，全港逾700位各界人
士出任籌委會成員。
黃蘭發致辭時指出，習近
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親臨香港
視察並見證特區 20 周年
「成人禮」，為香港發展注
入強大正能量，引領香港大
局穩中向好、持續向好。一
年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
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團結
奮鬥、開拓進取，香港社會形勢發生許多積極變化，香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呈現新氣象。

得益四因素 籲握三個交匯期
他說：「這一良好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於『一國兩
制』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始終如一的傾力支持，特區行
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勤勉工作，香港社會各界、全體市
民的奮力拚搏等因素。」
黃蘭發指出，目前香港面臨三個重要的歷史交匯期：國
家改革開放前40年和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交匯期，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交匯期，國家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歷史交
匯期。抓住這三個歷史交匯期的關鍵，在於香港能否發揮
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尋求新
的發展機遇和動力。
他表示，相信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全體香
港同胞團結一心、堅守初心、攜手同行，就一定能夠牢牢
把握歷史交匯期機遇，與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
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成功實踐一定能夠行穩致遠。

先後辦文藝音樂會安排轉播
據悉，籌委會於10月1日晚及2日晚在香港體育館分別

舉辦文藝晚會及青年音樂會，與香港市民共慶祖國華誕。
籌委會秘書長蔡冠深介紹，10月1日文藝晚會將在當晚
7時開幕，長約1小時15分，晚會以「迎接盛世」為主
題，通過不同節目環節，以多種藝術表演形式包括音樂、
舞蹈、歌唱、快板等，表達對祖國成就的喜悅，節目着力
帶給觀眾新希望新動力。
他續指，國慶青年音樂會於10月2日晚上8時舉行，長

約2小時，節目內容着重時尚活力，將繼續邀請韓國知名
團體來港參演，與年輕人齊賀國慶。而兩場演出將安排在
本港及外地電視台、電台及互聯網播出，讓更多香港市民
以至全球華人均可分享國慶的喜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副主任黃蘭
發昨日指出，目前香港面臨三個重要的歷史交匯期，
而抓住這三個歷史交匯期的關鍵，恰恰在於香港能否
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和動力。
黃蘭發昨日在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致辭時，引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在今年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
總書記又深刻指出，「有的歷史性交匯期可能產生同
頻共振，有的歷史性交匯期也可能擦肩而過。」
黃蘭發說：「在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的征程中，在香港逐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勢下，
我們不禁思考，香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是
否也面臨着具有特殊重大意義的歷史交匯期？」

港遇前途命運「必答題」
他認為，香港目前面臨三個重要的交匯期：國家改

革開放前40年和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交匯期，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交匯期，
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的歷史交匯期。而抓住上述三個歷史交匯期的關鍵，
恰恰在於香港能否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和動力。
「蘇州過後無艇搭」。他指，面對歷史交匯期，是

順利實現同頻共振，還是遺憾擦肩而過，是關乎香港
前途命運的一道「必答題」。
他表示相信，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大力支持下，

全體香港同胞團結一心、堅守初心、攜手同行，就
一定能夠牢牢把握歷史交匯期機遇，與祖國人民共
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一定能夠行
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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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特區機關勤勉 各界市民拚搏

■左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盧瑞安、鄺美雲、李應
生出席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左起：張強、朱蓮芬、盧文端出席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聯辦副主任黃蘭發昨日在國慶籌委會
成立大會上致辭指出，一年來，香港
社會形勢發生許多積極變化，香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呈現新氣象。
這一良好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於四
個方面因素，包括「一國兩制」的制
度保障，中央政府始終如一的傾力支
持，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勤
勉工作，以及香港社會各界、全體市
民的奮力拚搏。

中央派港「定心丸」
黃蘭發指出，「一國兩制」為香港保

持繁榮穩定奠定了基石。習總書記去年
七一視察香港時指出，「實踐充分證
明，『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
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
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十九大報
告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
一」確定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今年
全國兩會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載入憲法，把堅持「一國兩
制」上升到憲制層面，以國家根本法的

形式予以確認。黃蘭發說，這無疑是給
香港繼續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提供了憲制保
障，給香港未來發展、給香港同胞派了
「定心丸」。
他指出，中央始終將香港放在重要位

置，不斷在更寬領域、更高層次、更多
機制上為香港發展創造新的機遇，祖國
內地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一年
來，中央明確提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助力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推出一系
列便利香港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生
活的具體措施。

特區政府開局良好
不久前，按照習總書記重要指示，財

政部、科技部出台了鼓勵香港高校和科
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允許國
家科研資金「過河」香港使用等惠港科
技政策，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這一切都為香港發展注入了強大動
力，為香港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實現自身
更好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黃蘭發又指，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

政府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開拓

精神，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充分
發揮香港的有利條件和獨特優勢，把握
和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推出一系列政策
舉措，取得明顯成效，實現了良好開
局。立法會修訂了議事規則，大大提高
議事效率，議事堂裡建設性的聲音更多
更響亮了。5月，新一屆特區政府首份
財政預算案順利通過；6月中旬，廣深
港高鐵「一地兩檢」本地立法通過，為
實現香港高鐵與全國高鐵網連接、加快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邁出了重要一
步。特區司法機構對旺角暴亂等案件依
法作出判決，有力維護了法律尊嚴，彰
顯了法治精神。
他讚揚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以實

際行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他
指出，社會各界對「港獨」零容忍，部
分激進分子散播「港獨」言論、挑戰
「一國兩制」的行為，受到主流民意的
嚴厲譴責和抵制：支持國歌法本地立
法、支持高鐵「一地兩檢」的民意始終
佔大多數。他說，正是香港社會各界和
廣大市民充分發揚團結奮鬥、和衷共
濟、守望相助、包容和諧的「獅子山精
神」，使得「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社會
基礎越發穩固。

■資料來源：黃蘭發致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新氣象四因素新氣象四因素
「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

中央政府始終如一的傾力支持

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勤
勉工作

香港社會各界、全體市民的奮力
拚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