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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與香港在文化旅遊領域往來交流密
切，兩地文化旅遊資源互補性強，近幾年，
雙方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相結合，全方
位宣傳、全媒體行銷、全要素推廣，交流活
動日益頻繁。繼2018年12月在香港成功舉辦
甘肅省文化旅遊項目推介暨文化旅遊產品和
特色商品展覽展示活動後，甘肅省內相關旅
遊企業組隊於2019年6月13日攜宣傳片《交
響絲路．如意甘肅》再次走入香港，代表甘

肅參加第33屆香港國際旅遊展。甘肅保利國際旅行社、甘肅駝鈴
古道旅行社與香港國旅、香港中國旅行社、康泰國際旅行社等知名
旅遊企業於甘肅——香港旅遊企業洽談對接會上進行了深入洽談，
並達成了「引客入甘」的合作意向。同月21日，香港華商旅遊協
會主席謝金山等人來到甘肅進行文化旅行考察，與甘肅省文化和旅
遊廳廳長陳衛中見面並就加強文化旅遊合作、開發客源市場、打造
文化旅遊線路產品等事宜進行了深入交流座談。
基於兩地文化互動交流的良好態勢，為積極推動及加強香港市民
尤其是廣大學生群體對祖國國情及人文地理的了解與學習，增強青
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感。2019年暑假，已組織一批學生前往
甘肅進行暑期文化之旅，並於2020年繼續秉持這份堅持，開展文化
體驗交流，同時結合文旅扶貧的重點任務，探訪當地重點扶貧發展

地區，為當地的旅遊建設提供義工及志願者服務，不僅能讓學生親
身體驗真實的當地生活及風貌，更能激發學生的關懷及協助精神。
因此，為建立長久可靠的兩地發展與合作，本人特提出五點建

議。首先，加強「國情夏令營」、「紅色文化旅行團」、「文旅扶
貧志願行」、「深度貧困地區民族風情遊」等主題活動安排，讓香
港青少年從不同的體驗中接觸及認識國家的歷史與現況，一方面增
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國民身份認同感，另一方面激發他們對於特
別貧困地區的思考，鼓勵他們結合自己的見聞體會提出意見，為國
家脫貧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次，可以建立甘肅香港兩地青少年交流互動平台及組織，讓兩
地青年可以及時的交流及建立保持持久的友好關係，通過同齡人的
互動及交流，讓兩地青年更好的互相了解互相學習。
此外，還可組織香港商界前往進行考察交流，建立與當地扶貧辦
公室的交流及溝通機制，通過對重點旅遊發展環線及周邊的考察，
建議相關的發展意向及合作可能，例如可通過城鎮延伸、農業觀光
等創意創新方式，扶持貧困村發展鄉村旅遊；同時可通過勞務傳
輸、鄉村公益性崗位等就業扶貧方式取得的工資性收入，精準定向
支撐帶動貧困人口收入達到脫貧收入水準。
最後，為將香港甘肅兩地的交流及當地的各色文化深化融入到全省
文旅的重要宣傳內容之中，可利用參加國內外文旅展會機會進行宣傳
推介，展示貧困地區鄉村文旅產品，擴大貧困地區文旅影響力。

五點建議促甘肅與香港發展合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來，疫情來勢洶洶，形勢十分嚴峻，但當全國人民團結齊心投入抗疫的緊要

關頭之際，香港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卻發動了一連五天的罷工行動。該陣線聲言號召全數會員罷

工癱瘓緊急服務，目的是要脅迫特區政府全面「封關」。顯然香港部分醫護人員已經混淆和模糊了自己

的身份和角色，忘記了自己「為醫者」的本來職責，更忘記了「為醫者」應有的使命。面對如此嚴峻的

環境，香港社會各界只有各盡其職，齊心協力團結抗疫，才能早日打贏肺炎疫情這場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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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員工陣線」是去年修例風波下成
立的新工會，成立至今不足兩月，聲稱已有
超過一萬名會員。該陣線由泛暴派主導，除
支持「全港三罷」（罷工、罷課及罷市）
外，同時支援同業發起工業行動，並提供有
關法律及經濟援助。在目前肺炎疫症下，陣
線不遺餘力地煽動醫護人員於本周一開始進
行罷工，企圖逼使政府「全面封關」，連日

來，公院緊急服務受到嚴重影響。
面對來勢洶洶的肺炎疫情，香港部分醫護人員卻以政治掛帥，無視
自己「為醫者」這份神聖的職責，亦罔顧病患者的生死安危，做法極
其不負責任。這不禁令我想起香港青年義工黃福榮，他本是一位貨車

司機，2002年開始在內地做慈善工作，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中，本已
脫險的他又返回孤兒院搶救三名孤兒和一名教師，在餘震中不幸獻出
寶貴的生命。黃福榮生前曾獲「最具勇敢精神的愛心大使獎」，他一
生中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芒，令其名字永留青史。
醫護人員的天職本是救急扶危，「為醫者」當以救人為第一要務。

醫者這份神聖的職業之所以能夠世世代代受人尊重，正是在於醫者的
專業精神及「醫者父母心」的信念。相對於義工黃福榮英勇救人的愛
心和精神，本應以救人為要務的香港部分醫護人員，在目前防治疫情
最艱難的時候，竟然選擇罷工捨棄救人，以此表達所謂的政治訴求，
威逼政府就範，顯然這些醫護人員已忘了「為醫者」的天職，更忘記
了「為醫者」的使命和責任，他們混淆和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試問你們到底是醫護人員還是社運人物？

在這場嚴峻的肺炎疫情下，我們也非常欣慰地看到還有大多數醫護
人員不支持罷工，他們無懼工作的艱辛和挑戰，依然堅守崗位，克盡
職守，奮鬥在防治疫情最前線，服務病人。在此謹向這些堅持守護香
港、守護病人的最前線醫護人員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支持。
在這非常時期，我們能夠理解前線醫護人員的擔憂和壓力，但我

們真誠相信醫護人員一定能夠拿出無比的勇氣，面對逆境時亦能緊
守崗位，發揮「為醫者」的愛心和使命。我們也希望不單是醫護團
體，社會各界也應該各盡其職，齊心團結共同抗疫，早日打贏這場
硬仗。而面對部分醫護人員的罷工行動，政府和醫管局亦應採取有
效措施，向參與防治的醫護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全力支援員
工的工作或家庭困難，並且進行合適的工作時間安排，妥善疏導醫
護人員的工作和心理壓力。

肺炎疫情形勢嚴峻 港醫護罷工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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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形勢仍然錯綜複
雜，香港年輕一代對國情教育與
民族情感培育不足，筆者認為，
只有讓他們在認識歷史、了解國
情的基礎上，培養對國家民族的
認同感，才能讓他們與祖國命運
緊緊相連，成為未來特區建設的
棟樑之才。福建是香港同胞的重
要祖籍地，與香港往來緊密，應

主動擔當、靠前作為，利用自身與香港的親緣紐帶優
勢，加強與香港青少年的交流，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
認同感和自身前途的自信心，做好香港年輕一代「人心
回歸」工作。
由於香港與祖國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在不同的

政治、歷史、人文、教育等背景下，彼此之間的了解及
各方面的認識，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媒介了解到的，因此
具有延時性及間接性，這就使得加強教育交流合作、通
過正統的學校教育為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家國認知，顯得
極為迫切。為了增進閩港青少年之間的了解及認識，應
充分發揮閩港的親緣優勢，通過福建這個視窗，首先推
動香港教育工作者群體與內地教育界進行多層次深度互
動，讓香港的年輕教育工作者首先深入地了解內地日新
月異的變化，通過點滴交流，有效地幫助他們建立對國
家和社會的具體認知。
作為著名僑鄉，福建的高校是很多香港學子的熱門選

項。因此建議，加快建立福建與香港地區的中小學互派
教師、定期互訪等方面的工作機制，推動中式教育在香
港中小學教育中「生根發芽」，讓年輕的「回歸一代」
回歸的不僅是身份，更是文化血脈。當中，在「內地部
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最熱門大學中，廈門大
學位居前三。在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為辦學方
針的華僑大學，香港學生的招生人數不斷增加，說明了
香港青年對於到福建高校求學的意願強烈。因此建議，
逐步擴大香港學生申請前往福建高校深造的招生名額，
吸納更多香港青年北上福建求學，通過讓香港學子融入
福建的學習和生活，增強他們對國家的認知與情感。
通過在內地工作、生活、創業等經歷的過程，能夠有

效地提升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可度和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感。「經驗因素」對於香港青年的國家認知與態度形成非
常重要。但是，這一「經驗」不能停留於參觀、訪問等一
般性交流上，為推動香港青年將自身的成長、發展與內
地聯繫起來，應圍繞從「淺層經驗」邁上「深層經驗」。
因此建議，福建省增撥資源，劃出特定的區域空間，
建設閩港青年創業園，築巢引鳳，大力鼓勵閩港青年協
同創新創業。致力於打造成為閩港兩青年創新的樂園、
創業的樂土、交流的平台、發展的舞台，孵化培育一批
香港青年創辦的優秀創新企業快速發展，促進閩港兩地
經濟協同發展。
總而言之，建議福建省深入實施閩港青年交流計劃，
提高交流實效，實現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包容差異、消除
隔閡、增進認同，幫助香港青年形成對「一國兩制」的
正確認知、對祖國文化的認同。

新型肺炎疫情持續，香港昨日截至中午確診個
案再增3宗，並出現首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為
防新型肺炎進一步擴散，特區政府只保留香港機
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深圳灣三個口岸維持
開放，社會各界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到這場疫
情防控阻擊戰中。香港醫管局全職員工中絕大多
數醫護人員都恪忠職守，堅守崗位，令人敬佩。
然而，卻有一小撮罷工醫護繼續用病人性命威脅
政府「全面封關」。

2月4日，醫管局共計約5,000人缺勤，嚴重影響新生嬰兒深切治
療部（NICU）及急症科。其中，瑪麗醫院NICU的6名初生嬰由一
至兩名護士照顧，工作量至少增兩倍，另有癌症病人需延遲手術或
無法做手術；伊利沙伯醫院日間治療中心輪候室一度「迫爆」，有
長期病患者輪候近三小時仍未能見到醫生。這與內地醫護前赴後繼
奔赴武漢支援前線形成截然對比。
「醫管局員工陣線」號稱是次工業行動是「罷工救港」，而輪候

多時的病患或因醫護罷工而無法如期做手術，新生嬰兒或因醫護罷

工而得不到良好的看護，那這些被耽誤的病患又由誰來負責呢？
特區政府已就監察疫情變化不斷作出應變，現執行的措施已大大
降低內地與香港的流動，本港關口的出入境數字顯示，如若全面
封關，將被封於香港門外的，大部分都是香港人。試問這種行為
到底是救港還是禍港？
所幸，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在比例上不及醫管局全體員工的

百分之四，他們代表不了香港醫護人員。絕大多數公院的醫護
人員依然恪守崗位，更有私家醫生、退休醫生自願填補因罷工
而短缺的人手。
全球範圍內，香港人的人均壽命世界最長，嬰兒夭折率亦是全

球最低之一、癌症存活及器官移植存活率全球最高之一，這些成
果均顯示香港的醫療質素世界一流，而香港醫療所取得的成績有
賴全體醫護人員的努力。現在香港疫情正處關鍵時期，筆者呼
籲，希望罷工醫護們盡快回到崗位，秉持專業精神，作香港市民
的生命守護者，在危難時刻同心協力，齊心抗疫。在此，向緊守
崗位的香港醫護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你們和萬千醫護一起，向
世人展示專業，勇敢和愛。

病患生命拖不起 致敬緊守崗位醫護
蘇清棟 福建省政協常委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執行主席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建言獻策

吳亞瑛 海南省政協委員 陳明澤 海南省政協委員

淺 談 海 南 自 由 貿 易 港 徵 稅 寬 免

2018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宣佈，中央支
持海南全島設為自由貿易試驗區，逐漸探索建設中國
特色自由貿易港。两年來，海南奮力推進自貿港建
設。當中，有關是否執行全面性稅務寬免成了外界和
島民最為關注的問題。從國際標準來看，香港對內地
投資者稅務的實施情況，將對海南具有導向性意義。
筆者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首先，深入研究國際稅務及有關範疇。這裡所提
「國際稅務」並不真正存在，但卻是參照國家與國家
之間（特別是歐盟）的做法，當中也有不少共同性的
特徵、元素以及近似的處理方法。如不加以研究，將
無法掌握其中的基本原則，引致對稅收泛國際化和雙

重徵稅的針對性討論缺乏理據。建議具體研究以下幾
個問題：一是由於各司法管轄區的稅制不同，海南自
由貿易港建設如何從差異化的影響中減少對交易帶來
沉重的稅務影響，並投資人了解有關交易及納稅情
況。二是把握居住地基準和來源地基準。包括身為司
法管轄區的國民或者居住的人士（含個人和企業）；
在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經濟活動；在司法管轄區內的
資產所產生的入息或利潤。雖然中國內地已有相關法
例對居民的定義作了界定，但將來個別人士的居民身
份一般會根據其個人的具體情況來釐定。例如香港，
一般來說，會把任何在香港成立或者在地方成立但在
香港實施中央管理和控制（包括實際管理）的企業視

為居民。三是雙重徵稅問題。目前，國際上正是以居
住地和來源地進行課稅合併，使跨境交易可能面對雙
重徵稅的問題，即國際（或法律性）重徵稅問題。
第二，降低預提稅率。參照內地和香港避免雙重

稅協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
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將利息和特許
權使用費收入所徵收的預提稅上限設定為7%，股息
為5%或10%。
第三，外來投資的國際稅務問題。以香港為例，如
果香港企業在海南投資，來自該項目投資的利潤，在
香港一般不需要繳納利得稅。有一種情況是可以寬免
的，即如果香港企業與海南簽訂了雙重徵稅協定可獲

得較大程度的稅款寬免。
第四，推進簡單稅制。海南與全球各地的商貿和投

資往來將更加頻繁，建議建立各國各地區雙邊密切經
貿關係和聯繫，探索雙重徵稅寬免方法，這將決定海
南開放的深度和廣度。首先，模糊居民與非居民的
區別。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不單一鼓勵國際著名企業
將總部設在海南，主要區分支機搆和附屬公司是否
按照相同基準和相關稅率進行課稅即可。其次，執
行雙重稅寬免，為企業提供公平經營環境。第三，
對某些行業給予入息特別豁免。如物業稅、薪俸稅
（工資）、利得稅，教育、醫療和一些完全用於慈
善用途的利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