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慧林 青海省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大家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舒適區。在這
個舒適區裡，我們都可以很舒服並很熟練地表
現自己和控制場面，但是，一旦跳出這個舒適
區以後，我們再不能那麼如魚得水地表達自
己。在現今資訊流不斷爆發與膨脹的情況下，
只有不斷願意接受新的嘗試和新的突破，才可
以在千變萬化的世界裡活得成功和活出精彩。
香港的青年其實是生活在一個很有國際思維

與很有競爭優勢的大都市裡。首先，香港作為東方之珠，是世界各地
的文化與貿易交流的中心點。不同的東西文化交融與不同的結合讓香
港如同世界之窗般散發着耀眼的光芒。而且，香港一直以來都有非常
成熟並健全的金融制度和經濟系統來提供一個最全面的平台，讓世界
各地最頂尖的跨國企業和很有活力的中小企來香港上市、集資或設立
分公司發展。再者，我們祖國對香港的發展也提供多方面的關懷與重
視。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到「一帶一路」政策的推行，香港都可以
從中得到很大的拓展優勢與發展機會。還有，香港是一個寶地，因
為香港的地理環境基本上是不會遇到致命的天災與破壞。以上四點
讓活在香港變得是多麼的幸福與美好。
很可惜，在這半年所發生的香港社會問題中，很多由香港大學生所

組織的對社會的撕裂與破壞行為，卻正正反映很多香港年輕人不願意

踏出去嘗試新的發展，只願意活在他們所認知的舒適區當中。更可悲
的是，為了鞏固自己停留在舒適區的理念，虛假和帶有傷害性的信息
鋪天蓋地地散發出來。例如，不斷有假信息說離開香港去內地發展和
生活是多麼的危險與痛苦。很多偽假信息都被形容得栩栩如生，一離
開香港去內地拓展被形容得如同馬上缺氧一樣生存不了。
要知道，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也是全球其中一個人口密度最高的

城市。所以，這個城市裡競爭一定異常激烈，節奏也是異常迅速。如
果香港青年人都不願意走出去嘗試開拓發展，留在這都市裡就必須有
足夠的心理準備與狀態去面對激烈的競爭和跟得上飛快的步伐。而
且，近期那班年輕人所做的對社會的破壞只會讓他們那僅餘的舒適區
也損傷不堪，其嚴重程度已接近「失血過多、流血不止」的程度
了。要知道青年人都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與棟樑，現在此社會問題
與撕裂讓香港年輕人前進不了，又後退不得。其後果可以讓香港這
東方之珠長期黯然無光，香港從一個寶地變成一個「多難之都」。
現在最逼切的救急方案，是必須讓香港年輕人懂得跳出自己的舒適

區，並明白「走出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香港年輕人完全可以背靠
祖國，利用香港自身的優點去闖出一片天！例如香港年輕人可以善用
大灣區的不同創業基地和就業機會，去不同城市嘗試發展不同的專業
專才計劃或創業嘗試，也可以把香港多年來的創意產業與系統建設帶
去大灣區不同的城市裡，達成共贏並大放異采。

香港青年必須走出去

隨着新年鐘聲的響起，全球進入了2020年。在新舊交替、萬象更新的美好時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前夕通過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和互聯網發表了新年賀詞，當中表達了「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言簡情意重，這句話承載着

習主席給予香港同胞的最真摯祝福。對於經歷過長達半年多社會動盪和面臨經濟衰退的香港市民來說，心中更是感慨萬

千。誠如習主席所說，「近幾個月來，香港局勢牽動着大家的心。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展

望2020年，相信社會大眾的新年願望都是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恢復安寧，特區政府全力振興經濟，大家繼續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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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香港充滿變

幻、充滿挑戰的一年，香

港市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

政治社會動盪。尤其是自6

月發生修例風波以來，一

批「港獨」分子和外部勢

力相互勾結，動作頻頻，

引發一連串的黑色暴力，

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更拖累了民生，香港在面對內

憂外患的情況下，經濟發展遭遇到巨大的障礙和挑

戰，更對「一國兩制」和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造成

極為嚴重的影響和破壞。

習主席在新年賀詞中指出，「香港繁榮穩定是香

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的期盼」。香港回歸

22年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

至的，習主席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並視

察香港時所說的「香港一直牽動我的心」，正是習

主席心繫香港、心繫香港同胞的表現。22年來，在

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得

以繼續保持經濟繁榮。2019年2月，中央更進一步

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不僅力保香港金融中

心地位不變，更力推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始終是中央政府和祖國人民的

殷切期盼和共同心願。

展望2020年，相信「求穩定、求和諧」是香港的

民心所向。香港市民已經厭倦了過去半年多來社會

無休止的動盪不安，更渴望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

境。市民大眾都不希望香港在「泛政治化」的紛爭

和黑暴漩渦中蹉跎歲月。因此，特區政府要採取果

斷的措施，以解決當前的一些迫切問題，首要任務

是盡快止暴制亂，支持警隊上下恪盡職守，維護社

會治安，恢復社會秩序。

展望2020年，相信「謀發展、謀出路」是香港的

大勢所趨。去年持續半年的黑色暴力影響香港國際

地位，嚇走了不少國內外投資者和遊客，令香港經

濟受到重創。今年外圍的形勢依然複雜多變，存在

壓力和挑戰，香港受外圍因素不明朗、內部暴力衝

擊持續的情況下，經濟及經營環境會更惡劣。香港

作為開放型經濟城市，面臨周邊地區競爭，不能只

靠「食老本」。社會大眾都希望特區政府以更加務

實的作為擔當，因時制宜、標本兼治，將發展經濟

與改善民生統籌考慮，制訂一些有助香港持續發展

的措施，提振經濟，令香港的發展路向更明確，在

未來新的經濟環境中更具競爭力。

展望2020年，香港市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更

加強烈，因此對特區政府施政懷有更殷切的期待，

特區政府持續的「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相

信最能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和願望。希望特區政府

更加積極作為，聚焦經濟和民生，推出一系列新政

策和新舉措，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令社會大

眾有更真切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爭朝

夕，不負韶華」，是習主席向包括香港、澳門同胞

在內的全國人民發出的「動員令」和「出征令」。

如今的香港，雖然面對內部波譎雲詭的政治紛爭，

以及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和諸多民生問題，但社會大

眾不應妄自菲薄，更不應灰心喪志，在這樣的環境

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更應處變不驚、妥善處

置，相信只要社會團結一心，在中央作為堅強後

盾的支持下，香港定能迎難而上，掃走陰霾，重

見曙光。

掃走陰霾重見曙光 2020新希望香港更美好

歷時半年的香港暴亂，嚴重破壞了香港的社會
穩定、經濟繁榮，嚴重踐踏着香港的法治精神，
對香港整體社會造成了沉重的災難，同時，也暴
露出香港社會的很多深層次矛盾。
現時，香港在立法、司法、教育、輿論等各方
面，都很有必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進行強有
力的改革，這是一個巨大、長遠的工程，需要方
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提
供了堅實的保證，為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
了堅強的支撐。去年11月出台的16項便利港人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
措施，包括豁免買樓限制，豁免居住、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等，是
「讓民眾看得見、摸得着和享受得到」的舉措，受到了廣大港人的
歡迎。

筆者建議，大灣區各市可以建設港人居住區（或叫「香港城」），
由政府調配資源，以較優惠的價格出售予符合條件的港人。這些港人
主要包括：在「止暴制亂」中立場堅定、表現良好的香港警察、愛國
區議員，一些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愛國愛港社團的首長、會董、會
員，由中聯辦推薦的愛國市民等等。同時，對這些人士的子女，可在
教育、學習、就業等各方面適當提供便利。這樣，可解除這些人士的
後顧之憂，讓他們可以在大灣區安居樂業，或者繼續回港做好維護
社會繁榮穩定的工作。同時，也可培養他們的子女，使其能夠秉承
上一輩的優良傳統和戰鬥精神，今後成為愛國愛港的新力量。
筆者想特別提出的是，香港有些警察、愛國愛港人士，以及與反
對派、暴徒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他們的個人資料被暴徒起底，家屬
受到恐嚇，子女在學校遭受恐嚇欺凌。這些人士及其親屬如果願意
的話，可幫助安排他們到大灣區或其他適合他們的居住地，祈望各
地方政府給予積極配合與協助。

在大灣區各市建設港人居住區
何毅強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建言獻策

黃醒林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國家去年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全面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9個城市集群，加持港

澳2個自由貿易港，打造出一個：總面積為

5.6萬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約7,000萬人、

GDP總量逾萬億美元的世界級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一國之內的區

域經濟一體化方案」，大灣區內有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稅

制，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全產業鏈現代製造業、國際化水準金融

服務業是其最大優勢。

中國的大西南經濟圈（重慶、成都、南寧、貴州、昆明）近年來

GDP增速喜人，產業升級需求強大，如能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的「先

進產業和金融資源」要素，可以快速提升當地經濟，並向東南亞等

周邊國家輻射，進而參與全球化分工協作和產業競爭，對大西南內

陸地區來說是歷史性發展機遇。

中美貿易關係的不確定性和紛爭已經處於常態，拉動內需以及推

動「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大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

國家的工業化升級和民眾消費升級將產生巨大的市場需求。貿易

的本質是商業，商業背後是強大的製造業實體經濟支撐和金融服

務推動。

在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中，肇慶，既是距離四大核心城市最遠

距離的「大灣區神經末梢」，又是大灣區對接大西南經濟圈的門

戶。由於南廣、貴廣二條高鐵的加持，通過肇慶這個「神經末

梢」，可以把大灣區的巨大產能向大西南輻射，並進一步向東南亞

國家溢出。

從深層次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將着重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科技

創新相結合。而區域經濟一體化融合，將最終使得大灣區內的資本

可以自由流通。鑒於港澳在投融資成本上的優勢，以及金融服務產

品的優勢，在肇慶建立「大灣區助力大西南發展的港澳金融服務示

範區」，可讓粵港澳大灣區的製造業巨大產能，最近距離地推送到

大西南門口，使金融推動「產能」與「消費」對接。

有鑒於此，建議：在肇慶建立「粵港澳金融服務示範區」，為金融

對外深度開放提供「試驗田」；在肇慶建立「大灣區金融一體化研究

所」，推進港澳投融資平台落地先行先試；在肇慶建立「特色金融服

務人才培訓基地」，培養「跨境貿易金融、供應鏈金融、融資租賃金

融」等服務專才，為「大灣區金融產品」進入大西南以及東南亞地

區，提供人才儲備。

大灣區助力大西南發展

陳勇前 廣東省河源市政協常委 香港孔教學院副院長

多途徑幫助香港青少年認識國情

政協委員要參政議政，港區政
協委員更要作為香港與內地溝通
的橋樑，為香港居民提供內地的
信息，同時為內地居民介紹香港
的特色。不久前，香港5位青年
公務員獲得國家推送赴聯合國不
同機構任職，正如特首林鄭月娥
所講，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

際，香港特區青年通過國家搭建的橋樑，首次走進聯合
國這個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
國際組織工作，具有特殊意義，對香港來說也是一個重

大突破，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最佳寫照。
這是近期社會事件以來香港發生的一件具有正向價

值的大事。這5位青年公務員透過祖國搭建的橋樑，
參與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參加的國際組織工作，具有
特殊意義。在他們承擔國際事務，背靠祖國，感受香
港獨特優勢的時候，卻也有很多香港青少年對國家缺
乏認識，或是不願意去認識。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在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人才的同

時，青少年亦須了解國家，加強與內地的互動交流，
從而建立正確的國家及民族觀念，形成廣闊的世界
觀、價值觀、人生觀，養成獨立思維。

內地城市中，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是內地發展最
快城市之一，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躋身內地一線乃
至國際化都市。在不久前深圳市印發的《深圳建設先
行示範區行動方案（2019-2025年）》中，有多條方案
涉及香港，其中第80條明確提出，增強港澳同胞的認
同感和凝聚力，開展聯誼考察，尤其是青少年來深學
習實習、考察交流。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便利，搭建更
多平台，加強深港之間的互動交流特別是青少年之間
的交流。
現時本港很多學校都有與內地學校結對成為姊妹學

校，其中與深圳學校結為姊妹學校的有240多所。為
便於交流工作的開展，本港教育局每年向每間學校津
貼資助作為活動經費，作為交流活動之用。交流活動
包括管理層行政經驗分享、教師教學觀摩、學生參與
課堂及生活體驗等，學生的交流以觀光式體驗為主。
期望各學校在完成教育計劃之餘，增加學生之間的

交流頻次，每次交流時間相應縮短，發揮地理優
勢，做到即日來回，減少觀光式的交流，引入更多
沉浸式交流活動，讓本港學生與內地學生多多接
觸，增進了解，發揮政協在港的功能。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許多人來自全國不同地區，
在深圳創業發展，成家立業。近年來，隨着社會不斷
發展成熟，在深創業的人士為發展及聯誼交流需要，
成立了很多社會團體組織，其中異地商會達300多
家，還有很多以聯誼形式為主的同鄉會。本港各地區
同鄉會等社團組織，在與深圳的相關組織社團日常交
流互動基礎上，可以積極開展青少年交流項目，為同
是移民後代的青少年提供交流平台。深港之間聯繫日
益緊密，要充分利用這種地理上便利，為青少年搭建
更多平台，開展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讓青少年了解
國家的發展，認識更多的同齡朋友，拉近青少年與內
地之間的心理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