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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發佈後的首次深港合作會議昨日在深圳召開，香

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與深圳市市長陳如桂共同主持。

張建宗指，港深在科技創新方面優勢互補，香港正積極發展

「港深創科園」，目標是在2021年或之前提供首批土地作上

蓋發展。陳如桂則表示，港深雙方高度重視河套地區的發展，

目前合作區正在有序向前推進，現已有11個重大項目開工建

設，63個合作項目已經落地，未來科研人員、物資以及資金

的跨境流動和通關方面將爭取更好的政策「先行先試」。

與深增合作 促港青上流
在青年發展

方面，推動青
年創新創業也
是《規劃綱

要》的重點。張建宗表示，香港將加強與
深圳合作，推動香港青年善用位於深圳的
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為香港青年提供創業
補助、輔導及孵化等服務，以鼓勵他們到
粵港澳大灣區創業，拓闊事業發展空間，
促進青年向上流動。
張建宗續說，香港將繼續利用自身旅遊

資源豐富、交通基建完善的優勢，與深圳
在原有的旅遊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兩
地之間的旅遊交流和協作，以持續推動兩

地「一程多站」旅遊發展，達至互利共
贏。
他又指，港深兩地去年在金融服務、跨

境基建、教育、創意產業、環境保護、社
會民生、文化、醫療等方面都取得不少進
展。張建宗期望兩地繼續以互利共贏的原
則深化各範疇的合作，達至優勢互補、協
同發展。
陳如桂則表示，深圳也將加強社會民生

的共建共享，加強教育、醫療、文化創
意、污染防治、旅遊觀光等方面的合作，
聯手打造大灣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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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深港合作
會議上，
深圳市市

長陳如桂特別強調，將支持更多香港青
年來深圳創新創業和實習就業，建設深
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不斷擴展香港青
年的發展空間。
陳如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深港兩地

發展的新的重大機遇，將全面準確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落實《規劃綱要》，
進一步完善深港合作的有關機制，共同謀
劃一批合作項目，研究出台更多便利港澳
青年、港澳居民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政策
措施，充分發揮前海等重大平台的作用，
積極推動口岸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攜手
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深圳市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常務副主任姜力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有很好的創業基
礎，在產業的集聚和轉化方面優勢明

顯，積聚了大量的創新資源，對香港青年在深
圳的創新創業有很好的基礎。
據姜力琨透露，目前在深圳已經建立了13個

創新創業基地，幾乎是每個區都有一家，最大
的是前海的青年夢工廠。「這裡是青年圓夢的
地方，也給了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作的人們有
更多的信心和勇氣。」下一步前海夢工廠還會
有更多政策安排，各個區都會結合自身的產業
優勢和發展方向，對港澳青年創業有不同的項
目、資金和人員的扶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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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合作項目已落地 陳如桂冀「才」「財」「物」跨境流動

河套11重大項目開建

今年深港合作會議首次沒有簽訂
相關協議，對此，張建宗表

示，會議交流非常順暢，且雙方在
科技創新、青年發展、旅遊等重點
合作議題方面進行了探討和達成了
廣泛共識，「有會議紀要可以反映
出雙方的共識，就無須再增設簽約
程序。」
張建宗續說，在今年的深港合作
會議上，深港雙方回顧了兩地的合
作成果，並為未來一年的合作，訂
定了一些清晰的方向和目標。
他說，雙方都贊同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這個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的
重大發展戰略下，兩地將迎來更大
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
香港將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深化兩地的合作，爭取更多合
作成果，扎實地推動《規劃綱要》
內有關港深合作的項目落實到位。

創科園2021年前首供地
張建宗指出，在創新及科技方
面，香港擁有世界級的科研能力、
四所世界級的大學、健全司法和知
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國際化的營商
環境等。
香港與深圳可以匯聚大灣區以至
全球的創新資源，提供科技研發，
知識產權、交易、融資及法律調解
等服務。而深圳具備強大科研成果
轉化實力和先進製造力，是國家創
新型城市。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下，發展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是推進建設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一個重點項
目。張建宗表示，香港正積極推進
各項規劃和基建工程，積極發展
「港深創科園」，目標是在2021年
或之前提供首批土地作上蓋發展。

陳如桂冀共建國際科創中心
陳如桂亦表示，深港雙方已形成

共識，即科技創新是大灣區建設的
關鍵，深港兩地科技優勢互補，創
業生態完善，希望把香港的科研實
力雄厚，高等教育全球化等優勢，
與深圳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強，新興
產業快速發展的優勢結合起來，共
同建設國際科創中心。
他表示，深港兩地將共同建設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推動創新要素
的便捷流動，打造融合「一國兩
制」優勢的國際化開放創新平台，
為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特別
是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提供
有力的支撐。
據透露，目前兩地已共同組建了
聯合創新小組，一批「先行先試」
的創新政策正在制定，深方園區正
在加快編制總體規劃，和產業空間
及交通等多個專項規劃，加快推進
土地空間的整備，也在研究優化包
括皇崗口岸在內的通關項目。
陳如桂表示，下一步深港兩地將
在河套地區建設開放創新的先導
區，突出融合「一國兩制」的優
勢，探索實施特殊的科技創新管理
制度和國際科技合作機制，努力在
科研人員出入境，科研物資通關和
科研資金流動，包括新技術，新產
品的應用等方面爭取更好的政策
「先行先試」，努力營造一流的創
新生態，為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提供強大的支持力量。
會議期間，前海管理局局長杜鵬

及深圳市福田區委書記呂玉印分別
介紹前海及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河套地區）的建設情況。
此次隨行的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

成員包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
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署理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等。

■■張建宗與陳如桂主持深港合作會議張建宗與陳如桂主持深港合作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紀念五
四運動一百周年圖片展昨日開幕。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出席活動並致辭表示，希望走進展覽的人
可以能夠不忘歷史屈辱、弘揚愛國精神；能夠穿
越歷史風雲，讀懂國家成長；能夠感受時代使
命，擔當青春責任。在曾經與祖國母體分離 150
年的香港，舉辦這類展示國家擺脫積弱、走向繁
榮富強歷史的展覽和活動，可讓香港市民尤其是
年輕人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民族精神和國家發展歷
程，明白香港與祖國從來同根同心、血脈相連，
以此培育愛國情懷，同時充分認識國家與香港是
發展共同體，貢獻國家、成就香港的基本邏輯從
未改變。香港年輕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
相信國家」，在此基礎上積極擁抱國家發展機
遇，規劃自己的亮麗人生。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因為歷史和現實原
因，部分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國家民族近百
年風雨兼程、砥礪奮進的歷史知之甚少，認識模
糊，導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歸屬感不深，以
致香港曾被形容為「無根社會」，港人是身份尷
尬的「浪蕩遊子」。但認真審視歷史，事實絕非
如此，在國家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香港不僅參
與其中，而且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多少仁人
志士以香港作為平台，為民族解放和振興前赴後
繼，寫下可歌可泣的篇章，足以證明香港從未離
開祖國母體。

孫中山在香港運籌帷幄，為辛亥革命成功、推
翻滿清封建皇朝打下重要基礎；「五四運動」平
地一聲雷，北大學生振臂一呼，掀起規模空前的
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翻開中國
歷史的新一頁，香港同胞同樣牽掛國家的命運，
皇仁書院、聖士提反等名校學生紛紛行動起來，
衝破港英當局的阻撓，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
運動，表達與國人同仇敵愾的愛國之情。到國家
改革開放時期，港商港企敢為天下先，率先回內
地投資設廠，帶動外資進入內地熱潮，中國發生

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功不可沒。了解五四運動
一百周年、國家成立70周年的歷史，清楚看到香
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港人和內地同胞同氣
連枝，香港「無根社會」之說不攻自破。而這種
相濡以沫的歷程，正是激發港人更加堅定反對
「港獨」的最好歷史養分。

回顧歷史，還可以看到香港與祖國互相扶持、
共同發展的歷史印記。東江水、「三趟快車」，
將港人的命運和祖國緊密聯繫一起；內地歷年的
水災、地震災害、扶貧助學，港人出錢出力，慷
慨捐輸，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令人動
容；國家經過70年艱苦奮鬥，特別是改革開放40
年勵精圖治，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
飛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舉足輕
重；而香港不斷戰勝外來風險和挑戰，不斷鞏固
國際金融、商業中心地位，也正得益於國家崛起
提供的千載難逢機遇。

回顧歷史，是為了展望未來。港人明白香港
和祖國共同走過萬水千山來時路，定必高度認
同和珍惜香港與國家共命運、同發展的關係，
認清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參與者、
貢獻者和受惠者，看到香港作為擁有獨特優勢
的彈丸之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機遇所在、
必由之路，更堅定地繼續用好「一國兩制」的
獨特優勢，在新時代改革開放中發揮不可替代
的作用。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香港青年
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新鮮血
液。香港青年同樣應記住這句話，「無論中國怎
樣，請記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
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
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給香港青年提供大展
拳腳的空間，香港青年更應該追隨前輩，以寬廣
的視野和滿腔的開拓進取精神，擁抱時
代機遇。

讀懂國家民族歷史 育愛國心擔時代責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今日交立法會

首讀。大律師公會昨日發表聲明，將條
例漏洞歸咎於內地司法「往績」不佳，
批評特首啟動個案移交缺乏監管。相關
說法違背基本事實，漠視法律原則，根
本是誤導之說，更嚴重抵觸國家安全和
主權底線，否定本港司法體系的專業獨
立。社會主流輿論期待草案在立法會審
議中進一步明辨是非，完成修例，堵塞
法律漏洞，切實彰顯公義。

認真辨析大律師公會昨日聲明所提出
的幾點質疑，都明顯違背事實與法理。

首先，聲明將條例不涵蓋內地的原
因，歸結於內地保障基本人權的「往
績」與兩地刑事司法系統的差異。這與
反對派口徑一致，繼續污衊內地隨意羅
織罪名、捏造證供，毫無人權可言。可
是，截至去年 9 月，內地已與 54 個國家
簽署引渡條約，其中包括法國、比利
時、澳洲等反對派眼中視為充分保障民
主人權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等
國亦與內地簽署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
難道這些國家不擔心內地不尊重、不保
障人權嗎？內地近年大力推動依法治
國，法治水平不斷提升，成績有目共
睹，與中國簽訂引渡協議或刑事司法協
助條約的國家逐年增多，本身就是最好
的證明。本港大律師公會對這些事實視
而不見，只能解讀為刻意誤導市民，製
造恐慌情緒，為阻礙修例設置障礙。

其次，大律師公會稱，讓特首簽證明
書啟動個案移交，立法會無法把關問責
是缺乏制衡。但必須強調的是，特首只
是有權啟動，是否移交有待法官把關。

相關做法是仿效英國、加
拿大沿用多年的做

法，沒看到有運行不暢順的地方，為何
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機制，放諸本港就
被指為缺乏制衡呢？另一方面，有哪個
國家或司法管轄區，是由議會負責把關
的呢？

香港現行的《逃犯條例》，其適用範圍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除
外」的字眼，令香港並無法律基礎去跟內
地和台灣簽訂協議移交逃犯。特區政府提
出的修訂，刪除這部分「除外」字眼，並
非針對任何特定司法區，令香港可與中國
範圍內的幾個司法區均可移交逃犯，既可
有效解決問題，亦無需觸及兩岸「一中」
的政治問題。但台灣當局聲稱，不會接受
特區政府在「一中」前提下與台灣作出移
交逃犯的安排，是刻意將問題政治化；大
律師公會質疑特區政府不理會台灣當局訴
求，難以進行修例，建議政府擱置修例，
這是附和台灣當局說法，有暗撐「台獨」
的嫌疑，更是追隨台灣當局，將法律問題
政治化。

政府多次強調，《逃犯條例》修訂後
會堅守多重原則，包括干犯之罪行必須
屬於香港法例內有明確定義的刑事罪
行，不涉及政治、宗教等罪名等等，更
由本港法官作最終把關。若可以歪曲稱
修 例 後 香 港 便 成 「 濫 捕 政 治 犯 之 缺
口」，這是對本港司法制度的侮辱。難
道大律師公會真的認為，以本港法官的
專業和智慧，會難辨真假造成冤獄？

大律師公會對本港法律制度相當熟
悉，本該反對以政治凌駕法治，追求更
好地彰顯司法正義。可惜，大律師公會
以種種背離事實、難以成立的理由反對
修例，不尊重本港司法體系，不尊重自
己的法律專業，實在令人詫異。

大律師公會指控失實誤人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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