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兩會期間，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省
長景俊海、省政協主席江澤林會見了前來參加政
協會議的港澳委員，11位委員發揮優勢，圍繞吉
港深度合作、發展冰雪經濟、優化營商環境、開
闢航空線路、生物醫藥產業、吉林大米品牌建設
等方面提出建議，共話吉林經濟發展。
吉林省政協港澳委員李嘉音以「吉港深度合
作，與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吉林經濟快速發展」為
議題，將兩地結成對子，倡言優勢互補，推動吉
林經濟新發展。她表示，要把中央的頂層設計與
吉林具體實踐緊密結合，把吉林的優勢整合，審
時度勢進行戰略謀劃，發掘吉林省經濟增長新亮
點，和與國內外合作的新商機，凝聚推動發展新
動力，使吉林省經濟能夠蓬勃發展。
在新的經濟版圖上，粵港澳大灣區正迸發出新

的動能，「如果吉林能夠緊緊抓住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共建優質生活旅遊圈，針對粵港澳大灣
區的消費需求，推介冰雪、避暑，打造富有特色
的產品系列，相信經濟會有新的亮點、增長
點。」李嘉音說。

建立「五位一體」醫藥大概念
吉林省政協港澳委員盧毓琳表示，吉林省在生
物醫院產學研方面比較有優勢，原料、中藥品、
生物藥、醫療儀器等方面都處於國家前列，長

春、通化等地研發實力雄厚，過去幾年得到了快
速發展，年增長率保持在20%以上，遠高於其他
產業。他建議，生物醫藥行業需要政府明確的市
場指導，根據生物醫藥自身特點，制定扶持和支
持政策，建立完善的保障體系，從而激發企業在
吉林省投資和研發。從吉林省醫藥企業自身來
說，產業鏈脫節，企業缺少實質創新能力，資源
豐富卻未盡其用，利用率低，企業需要整合內部
資源，促進研發成果轉化，建設人才隊伍，完善
產、學、研、政策、基金「五位一體」大概念。

助推吉林大米實現商業化
吉林省政協港澳委員朱立偉提出「吉林大米商

業化建議」。「吉林大米品牌已經在全國形成了
一個初步的品牌效應，但目前仍存在品牌過多、
分類標準不統一、標識不醒目等問題，品牌經營
亟待進一步強化。」朱立偉說。
經營機制和體制未市場化，則不利於快速提升

品牌價值。對此，朱立偉表示，吉林大米在未來
的發展可借助大型互聯網平台的運營機制，打造
大米的「天貓」；細化吉林大米商標的使用，建
立監督和核查隊伍，對品質進行密切檢查；建立
大數據平台，為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提供技術性
信息，推動吉林大米再上一個台階，走進香港，
走向世界。 （記者盧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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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建言不忘初心建言共創祖國輝煌共創祖國輝煌
近日，全國各省市兩會陸續召開，各地政協的港澳委員更是肩負使命，不忘初心，積

極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不管是上海、吉林、湖南，還是貴州、寧夏、雲

南，港澳委員們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着「雙重積極作用」，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

們，不僅為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為內地的社會發展貢獻了諸多

力量。共商國是，建言獻策，港澳委員們在積極履職的同時，還積極影響身邊的人，用

實際行動講好「中國故事」，並團結更多的愛國愛港愛澳人士，成為維護港澳繁榮穩定

的重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吉港合作發掘吉林經濟增長新亮點吉林吉林

自貿區掛牌5周年，經歷了擴區
和從總體方案1.0到深改方案2.0，
再到全改方案3.0三個階段。上海
市政協港澳委員、香港捷豐集團
董事總經理姚珩表示，滬自貿區
制度創新與改革開放成效得到了
國內外企業的積極評價和高度認
可，但深化服務業開放、優化監
管模式等各項制度創新協同效應
有待提升，需功能政策再升級。
他希望能進一步推動自貿區的深
化改革，滿足區內企業的需求，

提升區內企業的感受度等。姚珩表示，服務
業擴大開放是自貿區成立的初衷之一，目前
負面清單已經從190項減少到48項，希望能
進一步簡化，嘗試拓展如幫助外商法人獨資
企業申請增值電信應用商店資質；突破外資
股比限制，設立獨資或控股的外資保險經紀
公司；引入外資典當行；引入二手奢侈品進
出口項目；推進文物藝術品的保稅倉儲與修
復等專業服務等。他同時表示，要擴大已試
點成功政策的企業覆蓋範圍，創新監管模
式，進一步完善稅收政策，為企業減負。

黃敏華籲治理白色污染打造「上海樣本」
上海市政協港澳委員、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集團總經理黃敏華直言，「治理塑料白色污
染，迫在眉睫。」 她表示，上海市生態文明
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在治理白色污染方面，
應先行一步，探索打造「上海樣本」，率先
升級「限塑令」。她說：「在香港，我們公
司在所有酒店安裝了智慧添水機，以替代塑
料瓶裝水，也全面禁用了塑料吸管。」有鑒
於此，她建議上海市政府應研究出台「治理
塑料污染環境改善計劃」，制定具體消除塑
料垃圾的時間表，全面升級「限塑令」。她
表示，可立法擴大限塑範圍，先以可生物降
解的紙質吸管和餐具替代塑料製品，然後實
施餐飲企業到 2020 年禁用一次性餐具，到
2021年禁用一次性吸管，到2030年全面禁止
塑料餐具。她希望建立激勵體系，完善機
制，或可設立上海市「治理塑膠污染環境改
善基金」，由政府牽頭，企業參與，廣泛籌
措資金。也可探索採取對一次性塑膠製品徵
稅的方式，將這些稅收作為減少塑膠污染項
目的預算資金。 （記者倪夢璟）

上海上海 推動自貿區功能政策再升級

——省級政協港澳委員聲音

江西江西 讓企業在政策中有更多獲得感
江西省政協常委、澳門麗晶集團董事長梁安琪
稱，江西省委、省政府近期出台《關於支持民營
經濟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提高
政策的針對性，增強政策的協調性」，這不但能
對江西民營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也可以為
澳門落實中央政策帶來啟發。她認為，為了讓企
業在政策中有更多的獲得感，江西還要在把好事
辦好、辦實方面下功夫，不僅要關心支持具體的
企業發展，而且要順應高質量發展需要、結合更
加嚴格的環保政策以保可持續發展，針對一些共
性的問題深化進行研究、解決。江西省政協委
員、香港綠湖亞太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堅華則提
出，江西省委、省政府對民營企業在信用、擔
保、抵押方面給予扶持，「政銀企」協同發力，
以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題。

做大做強南昌夜間經濟
江西省政協常委、澳門燕窩莊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阮建昆，江西省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在江西兩
會期間建議，進一步做大做強南昌「夜經濟」，
既可以讓本地居民在安居樂業的同時，更好地分
享城市創造的成果，也可以為外地遊客提供更加
完美的異地體驗。
他們建議，統籌規劃南昌城區夜市街區，重點

引導夜間經濟向旅遊景區、歷史文化街區、文體
娛樂功能區和有消費傳統的小街小巷等區城集
中；在商業中心區、高等院校相對集中區域，規
劃建設一批綜藝演出、VR體驗館、影劇觀賞、
醫療保健、體育健身、教育培訓等場所；結合南
昌歷史人文特色，以及「城在湖中，湖在城中」
等特點，策劃組織讀書、品史、聽歌等活動，提
升英雄城文化軟實力；進一步優化夜間經濟街區
附近公共交通線路設置，加密夜間運行班次，延
長夜間運營時間；通過稅收、電費等政策優惠，
鼓勵扶持一批「全天候營業」特色商業項目發
展，以及規劃建設一批地域化、個性化、市井
化、草根化的特色夜市。 （記者王逍）

貴州貴州 深化姊妹學校合作致力港黔互動雙贏
「希望深化姊妹學校合作，致力港黔互動雙
贏」，作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校
長、香港貴州文化交流基金會副主席，香港貴州
「姊妹學校」項目的有效推動者和實際參與者，
貴州省政協港澳委員黃錦良的關注點一以貫之，
他的提案和與記者的訪談，均以姊妹學校、深化
合作、互動雙贏為關鍵詞。他希望，由貴州省委
統戰部和省教育廳牽頭，成立兩地「姊妹學校交
流合作基金」，同時，由省教育廳牽頭，設立姊
妹學校交流平台，以推動兩地教育文化交流健康
穩健開展。
他指，香港政府已逐年加大對與內地締結姊妹
學校的支持。對每所學校每年提供的經費，已從
過去的每年12萬元（人民幣，下同），提升至
目前的15萬元。目前，香港已有600多所學校與
內地結成「姊妹」校，但香港學校總數是1,000
多所，進一步合作的空間還很大。他說，「通過
締結『姊妹學校』，組織香港青少年到貴州參
訪，親眼看一看『中國天眼』，走一走長征路
線，是最生動的國情認識和國情教育」。
他續指，貴州目前僅有20多所學校與港方學

校締約，相對較少，因此他建議鞏固和深化現有
姊妹學校交流的成果，使其在現有基礎上發揮更
大作用，達至雙贏；二是擴大締結的數量，使這
項活動擴展到更加廣泛的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
集中的地區。

善用「數據技術」優勢搶灘大灣區建設
「貴州除了有世界知名的白酒，其實還有很

多其他的『寶』。實力位於國家前列的大數據，
就是貴州的『寶』。建議貴州善用『數據技術』
的優勢，主動作為，積極融入，搶灘大灣區建
設」。貴州省政協港澳委員楊子鐵指出，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未來配合「一帶一路」發展
的重要部署，估計大灣區經貿發展將會處於高頻
活躍期。貴州省是中國西部樞紐地帶，作為綠
色、環保、旅遊、運動、避暑、科技創新重要省
份，很適合擔當大灣區的後勤基地。他建議省政
府主動出擊，盡早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和市場擴
展，「其中一個快捷途徑，便是與港澳企業合
作，利用大灣區對外的優勢，為貴州的企業和產
品『借船出海』」，他說，「擔當大灣區的後勤
基地，還包括發揮『數據技術』優勢，為大灣區
提供服務」。
他特別提醒，當前大灣區建設方興未艾，現在

進入是最好的時機。「譬如大數據，貴州現在進
去了，就有可能成為這個行業和產業的規則制定
者和引領者，享受不言而喻的先發紅利」，他
說，「不僅如此，貴州還可以大灣區為『跳
板』，走向香港和海外」。他建議貴州制定一些
支持和獎勵政策，鼓勵大數據行業或企業專注本
業研發創新，「讓企業的出品能專、能優、能勝
其他的競爭者」；建議加大職業技術人才培訓力
度，既為企業提供合用的人才，亦有助鄉鎮貧困
戶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建議省政府多安排行業
組織互訪互動，加強與港澳經貿組織和主要經貿
社團互動互訪，鼓勵黔企爭取在港上市，帶動黔
貨「出山」。 （記者周亞明）

湖南湖南 41位港澳委員聯名建議設「港澳中心」
湖南省政協41名港澳委員聯名建議，盡快在

長沙建成「港澳中心」，增強港澳委員在湘履
職的歸屬感。孫易兵、梁偉明等港澳委員希
望，將「港澳中心」打造成為在湘港澳企業總
部常駐地。劃出專門樓層作為商務辦公區域，
可為港澳各界人士的企業提供租用性質的辦公
場地，將便於公司在港、澳、內地之間開展經
貿業務，提升商業活動效率。將其打造成為港
澳委員及在湘港澳人士交流交往、聯誼聯動的
活動中心，還可成為湖南省相關政府機構服務
港澳人士的窗口。設置辦事機構，方便港澳人
士來湘投資、生活。「港澳中心」還可成為港
澳人才在湘創新創業的集中居住地，以及湖南
涉外商務服務的重要場所。建成的「港澳中
心」公寓，將為眾多在「港澳中心」上班的港
澳人士和創新創業人才，提供配套設施。

搶抓機遇 加快建設港澳科創園
寧邦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何金松，作為湖南

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的委員，他建議

在湖南建設港澳科技創新產業園，將其打造成
湖南對接大灣區突破口、廣深港澳科創走廊連
接點、科創成果轉化承接地和國際高端產業聚
集地，以進一步推動湖南高水平開放、高質量
發展。
何金松建議，在湖南建設港澳科技創新產業

園，要高起點制定規劃，加強與大灣區發展規
劃、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規劃、廣深港
澳科創走廊規劃對接，在基礎研究、科技創
新、產業培育、平台建設、成果轉化、人才培
養等方面，找準「契合點」與「鏈接點」，認
真研究借鑒世界一流科創園區的做法與經驗，
發揮湖南區位和長株潭創新集群優勢。
湖南應推進高校、科研機構和科創企業間的

合作，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港澳院士專家工
作站、研究中心和港澳青年科創孵化基地，大
力引進智力團隊，着力培養科創人才，提高科
創水平；盡快出台港澳人士在湖南的就業服
務、社保、權益保護等配套措施，將科創園打
造成創新人才集聚地。 （記者姚進）

寧夏寧夏 5年「千人計劃」助學子成材
寧夏政協常委、澳門何泉記建築置業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何嘉倫表示，他將和來自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四位政協委員為推進寧夏的精準扶
貧，共同啟動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千人計
劃」，將連續5年，每年資助200名貧困中職學
生，「寧、澳兩地是我的舞台，我將盡心盡力
建言獻策。政協是我的橋樑，讓我能盡我所能
促進兩地合作交流，為國家繁榮穩定發展發光
發熱」。 據悉，何嘉倫、馬志華、魏雄、岑定
賢等4位同胞共同籌資100萬元，計劃每年資助
200名寧夏貧困戶學生，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
業。希望藉此引導教育觀念更新，實現精準資
助，能有更多學生完成學業成為國家的棟樑之
材，將來能以自身回饋社會，回饋寧夏。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港澳委員陳泰業在近日

召開的寧夏兩會上建議，寧夏應建立醫學影像
信息中心，把醫學影像診斷資源集中起來，匯
聚各地專家。他認為，通過集中醫療資源，可
緩解「一號難求」、「一床難求」的困境。他
並建議，醫學人才的培養需建立長效機制，應
按照醫學專科培養的規定開展，避免在大學本
科設置兒科、家庭醫生等專科，通過政策引
導，鼓勵醫學畢業的大學生到艱苦地區、艱苦

崗位進行鍛煉。多關注健康養老問題，調動社
會資源做好智能居家養老。

在港大力推廣寧夏農產品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港澳委員蔡德升指出，

寧夏被國家確定為黃土高原夏秋蔬菜和設施農
業優勢生產區，現代農業使寧夏蔬菜能夠四季
生產，並成為供港蔬菜的優秀產區，被香港特
區政府漁農署授予「信譽農場」稱號的36個內
地供港蔬菜基地裡，寧夏佔有11個。寧夏的供
港蔬菜在港已形成品牌，富有美譽，許多香港
市民是借此了解到寧夏的，應該大力推廣。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港澳委員、香港電影導

演高志森表示，希望寧港兩地進一步增強聯
繫，在更深層次、更寬闊的領域開展交流合
作，推動寧港兩地文化交流再上新台階，寧夏
有着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發展環境，近年來，
高志森一直致力於寧港兩地的文化交流，幾年
前，他觀看了寧夏舞劇《月上賀蘭》，深受感
動，並把它帶到了香港，今年4月，他計劃將香
港舞台劇《金鎖記》帶到寧夏，加強兩地文化
交流。他表示，銀川至香港的直飛航線即將開
通，將大大方便兩地交流。 （記者王尚勇）

雲南雲南 為滇港合作代言 助雲南打好「三張牌」
作為港澳政協委員，要為滇港合作代言，雲
南省政協常委鄧宣宏雁說，香港是雲南最大外
資來源地，真誠希望雲南在今後能優先考慮雲
南發展中的香港元素，引入香港的市場和人
才、法律界優勢，助力雲南發展。
她進一步指出，可依託滇港各自的資源優勢

優先發展一些重大項目。雲南也是內地供香港
蔬菜數量最多的省份，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有40
多個，雲南生產的供港蔬菜逐漸佔據了1/3香港
市民的餐桌，而且目前供港蔬菜內銷的高端市
場正在形成。建議政府和農產品生產經營企業
借鑒或移植供港蔬菜的監管模式，提高食品安
全監管能力，同時，引進獨立的第三方檢測中
心，對市場的「雲系」、「滇牌」農產品進行
嚴格檢測，提升質量安全追溯能力，成為世界
一流的「綠色食品牌」。

冀青年交流更「接地氣」
黃喜潤早幾年牽頭在香港註冊成立了香港亞

洲青年協會，協會自成立以來，通過開展多種
形式的活動，為青年搭建認知祖國、認知香
港、認知自我的平台；積極拓寬聯誼交流渠
道，努力推動香港與內地和海外各界青年經
濟、體育、文化、教育等交流與合作以及大學
生內地實習計劃；引導港澳等地熱心人士積極
參與香港和內地公益慈善事業，為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和爭取人心回歸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他介紹，目前協會基本上平均每個月都有一

個團赴內地交流，差不多三個月會有一個團到
雲南。
他認為，雲南應進一步加強與港澳台的青年

交流。他建議，首先是可以參照香港政府的一
些做法，吸引更多的人來做青年工作；二是每
次活動都最好能設立相關的主題，這樣在做起
來的時候目的性和效果會更好；第三是鼓勵一
些非政府組織能參與其中，可以嘗試學校間交
流互聯互通，相互承認學分等更創新，更接地
氣的做法。 （記者 譚旻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