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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不忘初心 向勞動者致意
林鄭月娥王志民等主禮 千人出席五一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昨日在香港工
會聯合會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酒
會上表示，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
仍未有效得到解決，貧富懸殊問
題仍相當嚴重，認為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要共同面對和解決社會
不公問題。
黃國指出，香港貧窮人口超過

137萬，成為發達經濟體中貧富
懸殊相當嚴重的地區。同時，香
港房屋問題愈加嚴重，連續9年
被評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
市，有大約21萬人被迫住在劏
房；而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亦
指香港勞工權益保障不足。
他續指，打工仔普遍反映工時

長、收入低、壓力大，向上流動
機會減少，認為政府和社會各界
要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將辦千人灣區之旅
黃國強調，工聯會將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一如既往，堅持
愛國愛港的政治理念，繼續為
「一國兩制」事業努力奮鬥。
適逢今年是新中國70周年國

慶，工聯會將籌辦一系列「我的
國我的家」主題慶祝活動，包括
千人灣區體驗之旅、參觀中聯
辦、青年軍事生活體驗營、粵港
澳大灣區文藝晚會等活動，進一
步加深打工仔對國家的認識和認
同。
他提及去年9月，工聯會訪京

獲得韓正副總理會見，韓正高度
讚揚和肯定了工聯會過去70年來
對國家、對香港、對打工仔所作
出的貢獻。同時韓正希望工聯會
繼續推動「一國兩制」事業，增
強大局意識，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並且希望工聯會能加強香港
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共同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
黃國指出，大灣區建設是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未來
發展注入新動力的千載難逢機
遇。
工聯會已成立大灣區關注組，

提出了20多項涉及就業和便利兩
地往來的政策意見和建議，並會
繼續為港人在內地讀書、創業、
工作、生活等方面出謀獻策，做
好服務。

祝酒儀式由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理事長黃
國，榮譽會長林淑儀和陳婉嫻，副會長

黃國健、周聯僑、梁頌恩和唐賡堯，以及多
位副理事長陪同主禮嘉賓進行。

勞工界訴求漸顯現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及多
位中聯辦部長同台祝酒，向全港勞動者致以最
崇高敬意，並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祝願國
家繼續繁榮富強。

黃國致辭時肯定勞工界近年爭取權益的努
力成果，如成功取消強積金對沖制度、增加
產假和侍產假天數等，認為這是勞工界團結
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亦是特區政府重視
民意、從善如流的結果。黃國同時強調，工
聯會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如既往堅持
愛國愛港的政治理念。

毋忘基層默默付出
黃國表示，五一國際勞動節既是紀念波瀾
壯闊的工人運動，致力爭取改善工人權益福
利待遇，亦是肯定千千萬萬的打工仔對經濟
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當我們社會讚揚醫

生、律師、工程師等專業精英對社會作出貢
獻的同時，不要忘記前線基層勞工為社會默
默的付出。」
黃國強調，香港是我們的家，建設一個繁
榮、穩定、和諧的社會，有賴社會各界共同
努力。工聯會期望勞工界各團體一同合作，
共同改善打工仔權益福利。
工聯會成立於1948年，前稱「港九工會聯合

會」，是香港第一大工會聯合組織，代表全港
逾42萬僱員。工聯會秉持愛國愛港宗旨，以勞
工基層及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積極維護勞工
權益，謀求工人福祉，並廣泛參與社區事務，
協助推動社會發展及改善民生。

■黃國指出，香港在發達經濟體
中貧富懸殊仍相當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五

一勞動節將至，昨日香港工會聯合會

舉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酒會，近千

名工會代表及各界友好人士出席。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副主任何靖，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楊義瑞，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

少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行政會議

召集人陳智思擔任主禮嘉賓。工聯會

理事長黃國致辭時表示，工聯會將不

忘初心，一如既往堅持愛國愛港的政

治理念。

■林鄭月娥、王志民、黃國等在台上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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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00名工會代表及各界友好人士出席工聯會酒會。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應邀出席酒會。

■■工會代表及友好人士合照工會代表及友好人士合照。。

逾400位政商界、金融界、科技界和傳
媒界人士昨日於本港出席「大灣區金融
科技創新論壇」，多名商界人士提出，
商界有責任為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搭
建平台，通過舉辦活動、提供場所和創
業支援，幫助年輕人理解和參與大灣區
發展。推動本港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政府和商界有其各自的角色和定位，必
須群策群力，商界更應發揮靈活務實、
貼近市場的優勢，引領本港年輕人融入
大灣區，協助他們在大灣區創業、就
業，實現夢想。

本港不僅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而
且教育科研力量雄厚，發展金融科技具
有優勢，亦擁有不少金融創科公司，但
是由於市場細小，年輕人未必有充分機
會施展才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區域公共就
業服務體系，建設公共就業綜合服務平
台，完善有利於港澳居民特別是內地學
校畢業的港澳學生在珠三角九市就業生
活的政策措施，擴寬港澳居民就業創業
空間」， 「支持港澳青年和中小微企業
在內地發展，將符合條件的港澳創業者
納入當地創業補貼扶持範圍」。過去一
段時間，中央和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多項
政策，便利港人北上就業、創業，包括
發佈《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取消港人在內地就業須領許可證
等等。即使如此，大多數香港年輕人成
長及升學的經歷以香港為主，對內地生
活、醫療福利、稅務等知之甚少，要在

大灣區就業創業，仍需要更多更貼身的
支援。

參與大灣區建設，是本港年輕人發展
的大勢所趨、機遇所在，幫助年輕人融
入大灣區發展，政府和商界各司其職，
扮演不同角色。政府應充分發揮引領
者、推動者的角色，在政策層面協助企
業和市民把握機遇，提供資訊、培訓等
服務，而商界則可與非政府組織攜手，
在更加實務的層面，支持本港青年善用
大灣區作為創新創業基地。

由於沒有政府的繁複行政程序，商界
的運作更靈活快速，支持年輕人融入大
灣區大有可為，甚至可以比政府走得更
快更遠。例如，目前為止，本港青年到
大灣區就業、創業的交流活動不多，商
界可利用自己的網絡，組織以創業為主
題的交流團，增加本港青年對大灣區各
方面的認識。另外，商界可成立青年發
展基金，為年輕人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
服務，包括提供免費的創業空間及辦公
室，協助青年踏出到大灣區創業的第一
步。商界更可搭建各種商業平台，幫助
青年將研發出來的產品落地、發展與推
廣。

港人素來靈活變通，本港商界積極主
動幫助年輕一代投身大灣區，為企業和
本港培養人才，促進人才流動，拓展本
港的發展空間，有利於增進本港與大灣
區的感情聯繫，推動大灣區一體化發
展，這是本港各界共同努力
的方向。

商界積極扮演引路人 助港青融入大灣區
本港女子台灣被害案的疑犯，昨日就4項洗黑錢

罪，在高等法院被判囚29個月，扣除已被扣押時間
等因素，估計他最快於今年10月獲釋。疑犯短期內
不會獲釋，有意見認為立法會通過修訂逃犯條例的
時間壓力有所減輕。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反對派
根本就不想通過條例，即使再怎麼完善條例，他們
也不會接受；給再多的時間，他們也會不擇手段拉
布消耗，並且無限上綱上線，企圖重演反23條立法
的一幕，掀起反中亂港的逆流。相信特區政府、建
制派及廣大市民心明眼亮，看清反對派阻礙修訂逃
犯條例的政治本質和居心，打消幻想，攜手合作，
迎難而上，盡快通過修例，挫敗反對派以拖待變的
政治圖謀。

按照政府和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計劃，希望修例
於立法會7月休會前通過。如今疑犯最快都要到10
月才可能獲釋，看起來通過修例的時間較鬆動，部
分人認為，可在立法過程中充分討論，釋除公眾的
疑慮，減輕反對修例的壓力，或能令反對派回心轉
意，為通過修例營造有利的社會氣氛。這種願望是
良好的，但只怕是一廂情願。

有識之士都清醒地認識到，反對派阻礙修訂逃犯
條例，帶有強烈的政治盤算，其最終目的就是要製
造翻版反23條立法事件，再掀起一場撕裂社會、激
化矛盾的政爭惡浪。特別是近期香港風清氣正人心
齊，廣大市民渴望擺脫政爭不休的困局，反對派挑
撥離間的空間越來越小，政治能量每況愈下。而修
訂逃犯條例在反對派肆意抹黑、扭曲下，誤導效應
正在發酵，狙擊修訂逃犯條例，已成為反對派打擊
政府管治威信、挽回政治頹勢的難得王牌，相信他
們會持續炒作，作為接下來連場選舉的拉票工具。

可以預料，反對派不僅不會放棄
狙 擊 修 訂 逃 犯 條

例，而且會變本加厲，至於抹黑的伎倆和當年反23
條立法如出一轍，強烈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方面，反對派的法律精英不斷危言聳聽，妖魔化
逃犯條例，形容修訂逃犯條例是比23條「更大的惡
法」，一旦通過修例，香港的言論集會自由蕩然無
存，「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另一方面，反
對派大肆煽動市民遊行示威，炮製所謂民意，揚言
包圍立法會，向建制派議員施壓，逼政府撤回草
案。

反對派已視反修訂逃犯條例是一場翻身仗，正傾
盡所能通過炒作反修例，務求敗部復活。利益攸關
下，他們怎麼可能放棄這張好牌？至於是否有更多
時間討論條例的細節，條例是否完善無缺，反對派
才不在乎，也不關心，相反他們只會用盡制度和機
制，千方百計拉布拖延。上次首開法案委員會，連
正副主席都選不出，創下先例，就是證明。因此，
認為有更多時間討論、完善法例，藉以換取反對派
的支持，根本是與虎謀皮。

近年香港風清氣正人心齊，市民渴望擺脫政爭不
休的困局，主流民意支持社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把握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
為香港及年輕人創造更美好前景。修訂逃犯條例堵
塞法律漏洞，令本港女子台灣被害案的疑犯受到應
有的法律制裁，彰顯法治公義，得到大多數市民的
支持。《經濟通》與《晴報》上月進行的民調顯
示，有83%受訪者贊成修例，不贊成者僅得16%，
足見修例是眾望所歸。

事實上，修例具迫切性和必要性，政府、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和廣大市民，應趁熱打鐵，在本立法會
期內盡快通過修例，不容反對派有製造議題、炒熱
政爭的機會，不能讓反對派以拖待變，破壞當前的
良好形勢，令香港再蹉跎歲月。

看清現實完成修逃例 不容反對派以拖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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