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冬勉港青群體奮鬥獻力灣區
「狼的精神」作喻：敏銳嗅覺追趕時代 創新不屈不撓

中聯辦副主任陳冬昨日全程參與了

「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聯合行

動」項目分享會，並作專題演講。他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戰略，也

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

踐。他勉勵香港各界青年積極、主動和

率先參與大灣區建設，在報效國家、服

務香港的同時成就自己精彩的人生。他

勉勵港青要有「狼的精神」，要有追趕

時代的敏銳嗅覺，不屈不撓創新精神，

和群體奮鬥的合作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A2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嚴栢曜

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

20182018年年88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

在昨日分享會上，中山大學粵港澳大
灣區研究院首席專家、副院長陳廣漢教
授為港青們作粵港澳大灣區專題演講，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有深遠歷史
背景，需要遵循四大原則：開放引領、
創新驅動，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市場
主導、政府推動，生態優先、綠色發
展。大灣區以科技創新為主導，是未來
產業和功能定位的重要方向。
陳廣漢指出，大灣區規劃有深刻的背
景。珠三角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
變，從廉價生產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
從推動區域發展到平衡發展，是深化改
革的需要，要制定適應新發展理念的體
制和機制，要擴大開放和構建開放型經
濟新體制，既為了適應「一帶一路」倡
議的發展，亦為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的抬頭。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發展戰

略，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為
香港的發展提供新的功能、新的領域以
及新的空間。
他說，建設大灣區有幾項重點領域，

包括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提
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打造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
建宜居宜遊的優勢生活圈、培育國際合
作新優勢，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當務之要為市場一體化
他續說，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是實現

生產要素的流通以實現市場一體化，包
括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需要
社會融合發展，包括實現跨境就業、跨

境教育、跨境養老、跨境居住。但大灣
區實施「一國兩制」，有三個獨立關稅
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制度，必然無
法完全實現上述目標，只能進一步降低
差異，增加便利。這就需要以中國人的
智慧，推動制度改革，應對這方面的挑
戰。
陳廣漢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是基

礎，制度是保障，人才是關鍵。他指
出，在人才方面，香港擁有5所入圍QS
全球排名的大學和國際化科研環境，港
澳高校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能發揮巨
大優勢，吸引國際一流學者和科學家。
而未來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成世界級的
大灣區，以科技創新為主導，是未來產
業和功能定位的重要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陳廣漢：灣區未來路 創科成主導

■陳廣漢為港青們作粵港澳大灣區專題演
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冬在講話中強調，韓正副總理8月15日主持
召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一次全

體會議，是一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會議。港澳特
區行政長官作為小組成員首次進入中央決策機
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讓老百姓得實惠為出發
點和落腳點，這些決策部署必將加快大灣區發
展。韓正副總理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
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進的國家
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
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循「四五六」為灣區畫下藍圖
陳冬又指，韓正副總理就粵港澳大灣區重要講
話中四個維度、五個定位、六項原則，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畫下藍圖。「四個維度」包括推動高
質量發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優化區域功能佈
局，和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五個戰略定位
包括充滿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內地與香港、
澳門深度合作示範區，和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
活圈。六大原則包括創新驅動，協同發展，綠色
發展，開放合作，共享發展，和堅持「一國兩
制」、依法辦事。

勉做青年工作要「三用三落」
陳冬表示，此次分享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交流
會，可以讓生活在大灣區時代下的兩地青年更深
層次、更立體、更全面地理解大灣區的建設。他
說，中央有號召，青年有行動。
香港青年素有開風氣之先的優良傳統，面臨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難得機遇，香港團體和各界青
年應該立即行動起來，積極參與，主動參與，率
先參與大灣區建設，在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的同
時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
談及大灣區背景下的青年應具備哪些品質？陳
冬認為，年輕人應該有一種「狼的精神」，有開
闊的視野、敏銳的嗅覺、奮鬥和進取的精神以及
團隊的意識，大灣區的青年應該有追趕時代的創
新精神和群體奮鬥精神。
他鼓勵現場的青年領袖們，做青年工作要用
心、用情、用力；要落地、落細、落實。用多少
心、用多少情、用多少力，就能得到多少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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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分享會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
會長吳學明認為，這次舉辦的大灣區青
年項目交流活動很有意義，顯示青年投
入大灣區的熱潮逐漸建立，正如陳冬副
主任所說，用多少心、用多少情、用多
少力，就能取得多大的效果。
吳學明說，現在香港青年團體組織的大

灣區青年項目密度越來越大，但「濃度」
不夠。港青對參與大灣區建設仍欠缺理
解，亦不夠了解粵港澳三地政府和各機構
在相關方面的支持。因此雖然有意往大灣
區創業，亦以為自己是孤身作戰。
他認為香港青年團體應凝聚力量，為

青年發聲，齊心合力支援港青發展。

他舉例，他所在青年總會就與大灣區
90餘家青年團體合作，致力吸引最多的
港青加入兩地交流活動。

青團應聚力 援港青發展
今年9月至10月他們將舉辦大灣區青
年節，籌辦逾30場活動，幾乎每周都有

大型活動，一個大型活動於大灣區三個
城市共同舉行，包括四場萬名青年參與
的交流活動。他相信愈多大灣區青年參
與的交流活動，愈能幫助港青了解國家
及增進兩地青年的友誼。
吳學明表示很認同陳冬副主任所說，用
心、用情、用力、落地、落細和落實六原
則，的確是青年工作能否做好的關鍵。青
年工作是要有個核心精神，集聚各青年團
體力量，積極投身大灣區建設大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吳學明盼青年項目增「濃度」

▲陳冬勉勵香港各界青年積極、主動和率先參與大灣區
建設，在報效國家、服務香港的同時成就自己精彩的人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聯合行動項目分享會」在深圳
紫荊山莊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日前向美國總
統特朗普發公開信，要求撤銷中國內地及香港
的世貿成員身份。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回應指，任何人或團體倡議任何舉措，目的在
損害香港經貿以至整體利益，均應受譴責。陳
浩天公然與國家和港人利益為敵，企圖把香港
和港人的福祉綁上「港獨」的危險戰車，禍港
真面目已經進一步暴露。陳浩天的行為，是為
自己推動「港獨」尋找政治籌碼，撈取救命稻
草，不惜主動迎合外部勢力、引狼入室，意欲
干擾破壞國家和香港的良好發展勢頭，破壞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他的行徑，進一步
證明陳浩天之流「港獨」分子，是對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極大威脅，是對香港繁
榮穩定的極大威脅，社會大眾絕不可掉以輕
心；也進一步證明特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
族黨」等「港獨」組織的運作，非常必要。

在「一國兩制」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回歸
後保持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地位，成績
有目共睹。香港作為世貿創始成員之一，一直
恪守世貿協議中的承諾和規則，美國是香港第
二大貨物貿易夥伴經濟體，香港亦是美國第九
大貨物出口市場，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達
345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佔325億美元。
香港與美國亦保持密切的投資關係，在2016
年，美國為香港第六大直接投資來源地，亦是
第八大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在中美貿易摩擦
加劇情況下，特區政府正與國家積極協同應對貿
易戰衝擊，同時努力保持與美國的經貿往來，並

加大力度探索開拓新興市場應對外部衝擊。
值此香港齊心協力應對外部衝擊時刻，陳浩

天為一己私利，竟然試圖出賣國家和港人利
益，破壞香港與美國的經貿關係，不惜引外力
打擊香港經濟、打破港人飯碗。陳浩天在特區
政府擬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申訴期
內，使出渾身解數垂死掙扎，早前就借香港外
國記者會（FCC）午餐會的平台大肆宣揚「港
獨」理念，聲稱香港的主權必須由香港人掌
握，指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港
獨」；如今更進一步，要求美國對香港作出制
裁。陳浩天試圖與外部勢力配合，令「港獨」
邁向「國際化」，此次行動是這一企圖的再次
顯露，其目的就是要將香港綁上「港獨」危險
戰車，為繼續推動「港獨」尋找政治籌碼。

外部勢力一直在港尋求插手香港事務，干擾香
港發展，並且試圖通過搞港版「顏色革命」，將
香港變成阻止中國崛起的棋子，為此不斷扶植各
類敵對勢力為其賣命。陳浩天此次發公開信要求
特朗普「取消中國（內地）及香港的世貿組織成
員身份」，明顯是極度迎合外部勢力意欲搞亂國
家和香港的企圖。但此舉卻把陳浩天引狼入室、
協助外部勢力推行港版「顏色革命」的本質暴露
無遺。陳浩天想為「香港民族黨」續命，結果撈
起的只是一根無法救命、只會催命的稻草，改變
不了「香港民族黨」被依法禁止運作的命運。香
港各界有識之士，只會更加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果
斷執法，禁止「香港民族黨」等「港獨」組織運
作，避免香港被「港獨」綁架而蒙受災難。

陳浩天禍港真面目進一步暴露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網誌表示，當局

正物色適合興建幼兒中心的地方，預計未來2年增
加300個名額，想方法「追落後」。本港不僅託兒
服務不足，連帶整體生育政策和社會環境也難言友
善，是導致生育率「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重要原
因。特區政府有必要積極應對生育率低和人口老化
問題，切實推出措施減輕生育負擔，增加生兒育女
的誘因，長遠而言更需盡早制定完善的人口政策。

現時本港0至2歲的托兒服務嚴重不足，日間育
嬰園名額由1996年高峰期的1530個下降至現時的
747個，回歸以後再無增加。應該說當局現時物色
興建幼兒中心增加托兒名額，只是「還債」，300
個名額遠遠不夠，日後需要「追落後」的地方還更
多。

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生育率持續下降，由1979
年平均每名女性生產2.1名嬰兒，跌至前年平均每
名女性生產1.2名嬰兒，生育率在全球247個國家
和地區中排倒數第三。而且，香港生育率在可見的
將來都不見得會上升，因為各項調查研究都顯示本
港育齡青年男女的生育意願都極低。青協青年研究
中心上月發表的「提高香港生育率」報告顯示，20
至39歲青年中近7成受訪者沒有兒女，2成明確表
示不打算生育。而香港婦聯6月進行的類似調查顯
示，20至49歲受訪者中，只有47%表示願意生
育，比率創下有該項調查5年以來的新低。

低生育率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但縱觀全球，其他
地區的應對態度都顯得比香港積極。英國讓在職婦
女享有長達一年的有薪產假；台灣地區對初生至四
歲兒童，每月給予每人2500元新台幣（相當於650

港元）獎勵，第三胎以上更每月加發1000元新台
幣；新加坡則對每名嬰兒發相當於3.4萬港元的
「花紅」，第三胎以上加碼至4.5萬港元。事實
上，本港社會要求特區政府學習借鑒外地經驗，用
實際行動幫助家庭減輕生育壓力的呼聲此起彼伏，
但一直未見有具體措施出台。哪怕是增加法定產假
和男士侍產假，力度都比其他地區弱很多。

問題關鍵還在於香港沒有人口政策，政府依然遵
循過往「積極不干預」的思維定勢，在生育政策上
舉棋不定。就在上周羅致光提到香港生育率可能是
世界上最低之後，他本人又隨即否認特區政府是鼓
勵生育，更重複引述2003年的政府文件提及「香
港特區政府不宜透過施政鼓勵生育」。羅致光更
稱，政府政策方向是「減低生育的障礙」，而非
「鼓勵生育」。但事實上對為人父母者而言，在香
港生兒育女的主要障礙無非是成本高、缺人手照顧
這兩方面，世界各地鼓勵生育的政策，也無非從
「錢」和「時間」兩方面入手，前者的方法是給予
現金津貼或免除更多幼稚園和學校的費用，後者的
方法則是增加產假和提供更多受資助的托兒服務。
所謂「減低生育的障礙」和「鼓勵生育」的分野，
恐怕只在政府自己的政策研究中咬文嚼字罷了。

一個人由初生到投入社會，要經過近30年的時
間，既然我們已經預見到香港的長者人口比例會從
2016年的17%暴增至2036年的31%，我們就更必
須未雨綢繆。養孩子是社會與家庭的共同責任，政
府對育齡青年不願生、不敢生不能坐視不理，必須
及時採取措施降低生育負擔，增加生育的誘因，否
則待「高齡海嘯」殺埋身，則悔之已晚矣。

減輕父母負擔 增加生育誘因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