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子明於2001年創辦「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活動，至今已舉辦19年，成為兩岸四地青年之品牌活動，並獲內地政府高度重視，去年獲四川省委彭清華書記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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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文化遺產 建設「文化灣區」
龍子明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擁有大量
商機，文化遺產亦極為豐厚；而若看向全球範
圍內的灣區經濟，「文化灣區」是繞不開的話
題。當灣區經濟發展到中高端階段，城市的文
化形態是區別世界一流灣區的重要指標。
他稱，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兩大文化遺產：
粵劇文化和禪宗文化。其中，粵劇是具濃厚
嶺南文化特色的藝術形式，也是世界上流傳
最廣的地方劇種，周總理曾譽之為：南國紅
豆。禪宗文化的影響則深遠，粵港澳大灣區
遍佈禪宗寺院與遺跡。禪宗祖師達摩到中國

的首站即在廣州，至今西關仍有一處所在，
名叫「西來初地」。此外，韶關、廣州、汕
頭、梅州、佛山等城市，禪寺數不勝數，例
如南華寺、光孝寺、六榕寺、華林寺、大佛
寺等等。
龍子明希望大灣區能夠珍視這些資源，用

好這些資源，如就粵劇而言，他建議粵港澳
三地政府聯合撥款，成立粵劇文化發展基
金，再由三地共同培育粵劇專業人才、繼承
優良傳統及鼓勵創新創作，同時增擴觀眾，
並鼓勵社區及民間參與。就禪宗而言，他建

議透過中央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非
遺，以及打造禪宗文化旅遊勝地、設立禪宗
文化節。
龍子明總結，加快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文

化地位和影響力，並藉此促進其文化產業空
間佈局優化，繼而形成若干具有國際影響
力、彰顯新時代粵港澳文化魅力的文化產業
帶，功在千秋。此舉既能活化粵港澳大灣區
內的文化遺產，也能打造具地域特色的文化
品牌，讓粵港澳大灣區在步向世界一流灣區
的征途上，再添一塊重要籌碼。

龍子明認為，如若現在的大灣區有所欠缺，那便是缺少一座世界級的
大學。他分析，在三大世界級灣區的創新發展歷程中，世界級高校均發
揮了知識創新的「源泉」作用。例如，三藩市灣區有斯坦福大學、加州
大學伯克利分校坐鎮，從而掀起了全球電子科技創新風潮；紐約灣區有
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持」，從而造就了世界金融、軍工和製藥
中心。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區的高等教育比之長三角、京津冀地區仍有
不足，更遑論與世界級灣區相比。作為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參與全
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缺乏世界級大學，不可不說是明顯短板。
龍子明續稱，在建設新的、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世界級大學過程中，

香港可助一臂之力。而若利用好香港的人才優勢，結合好珠三角的應用
科研與生產基地，大灣區內的創新科技，定將蓬勃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宏利金融高級行政區域總監龍子明，日前接

受了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組專訪。連任多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龍子

明同時身兼多項公職，當中包括香港樹仁大學校董、香港學生活

動基金會主席、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足見他對青年

工作的重視。在他眼中，香港現今的問題很多均出在青年人身

上，如因國家觀念、民族觀念薄弱，做出了許多匪夷所思行為。

對此，他有自己的見解與良方。

認識祖國便是認識未來

龍子明開宗明義稱，現在的香港正處於後暴
亂時代，前路崎嶇是題中之義。而最為致

命的便是許多青年缺少老一輩身上的家國情懷，
對於中華民族從救亡圖存到逐步振興的這段光輝
歷史，缺乏認知。龍子明將這段歷史劃為兩段：
首先是1949年到1978年，在毛澤東的帶領下，
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於一窮二白中走出了自己獨
特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次是自1978年後，中華
民族強起來了、富起來了，逐步走向振興。然而
一些香港人特別是一些港青，仍舊故步自封，不
願正視國家，亦不了解中國現今的發展程度，反
而妄下斷語。
龍子明分析，這其中固然有人為因素，例如教

育、社工、法律、宗教，甚而包括傳媒，向來都是
某種「禁地」。但一些港青自身偏聽偏信，未嘗不
是原因。他繼而舉出反例，稱，近年來港的內地生
絡繹不絕，不僅踏實肯幹，而且勤奮上進，在香港
社會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以他團隊中的一名
內地學生為例，先是在內地讀本科，再到歐洲拿獎
學金念碩士，再來到香港念博士，最後請來到龍子
明的團隊，成為一名主管。龍子明很看好他，因對
內地學生的組織、學習以及人際交往能力，都充滿
信心。他更認為，內地人既然能來香港淘金，香港
人為何不可以北上築夢？粵港澳大灣區，就正是這
樣一處充滿着夢想與希望的熱土。

在大灣區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龍子明認為，大灣區為香港青年提供了豐富的

人生機遇，尤其隨着港珠澳大橋落成、高鐵香港
段通車後，港青到大灣區創業、營商、就業、學
習、生活，更加方便。而在這些港青真正到大灣
區落地生根以前，他建議，可以先由港澳委員為
主導，讓社團青年代表赴大灣區開展體驗式學習
考察，充分了解大灣區內的職場環境，感受當地
文化、開闊視野、豐富閱歷，同時也積累工作經
驗，增強就業優勢。他也建議大灣區內的各市政
府進一步地提供平台，如可以為有意舉辦實習安
排的港澳機構配對內地企業，並為優秀的實習學

員提供長遠的工作安排。
龍子明續指出，針對港澳青年的愛國主義教

育，也可以安排在大灣區。大灣區具有豐富的愛
國主義教育資源，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黃
遵憲、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
山、毛澤東等，無不在廣東留下其奮鬥足跡。而
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解
放戰爭到改革開放，廣東也都曾寫下不朽的愛國
篇章。因而，如在各考察交流活動中替港澳學員
多多鋪路架橋，解決好他們在學業、就業、創業
方面的實際問題，有效發揮愛國主義教育引導，
讓他們處處受到愛國主義精神的感染，則未嘗不
是一種既創新、又有效的方式。
龍子明又特別提到，深圳可以設立改革開放全

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如若進一步細化，則
基地應該具備「六有」的條件：有足夠大的土地
面積和教育活動空間，有富有教育意義的展出內
容，有詳細生動的講解材料，有素質較高的講解
員隊伍，有形式多樣的教育活動，有較為完備的
教育設施。他相信只要落實好這些，就一定能讓
港澳青年看清祖國這四十年來的地覆天翻。

大灣區為保險事業開闢全新舞台
龍子明對粵港澳大灣區灌注了極大的熱忱。因

這裡不僅是港澳青年們的嶄新舞台，同樣是令他
事業再上層樓的廣闊天地。作為香港保險業最為
資深的人士之一，他對大灣區予香港保險的宏偉
遠景感到無比激動。他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中17處提到「保險」，貫穿於大灣
區建設的多個方面。例如，《綱要》支持粵港澳
保險機構合作開發創新型跨境機動車保險和跨境
醫療保險產品，並為跨境保險客戶提供便利化承
保、查勘、理賠等服務；《綱要》支持深圳建設
保險創新發展試驗區，等等。「大灣區蘊含的發
展機遇，對香港保險業是重大利好，」龍子明再
次強調。
大灣區予以香港廣闊的市場，香港則可報大灣

區以成功經驗。龍子明認為雙方完全可以相互借
鑒、相互交流，在合作的過程中齊頭並進。
落實到實際操作層面，龍子明亦有建議。例

如，他希望降低香港保險公司在深圳前海、廣州
南沙、珠海橫琴設立經營機構的門檻，繼續放寬
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內地保險市場的限制；他希望
放寬香港保險公司人民幣保險資金在國內的投資
管道，包括放寬香港保險公司人民幣保險資金
在內地的債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資產的投資管
道和現有限制，進一步實現在岸人民幣投資常
規化；他亦建議內地和港澳保險監管部門共同
成立大灣區保險發展領導小組，加強頂層設
計，為內地和港澳保險合作打開更大的空間；
最終，他期望真正能夠實現內地和港澳保險業
融合發展，為大灣區的大開放、大建設提供保
險方面的有力支撐。
龍子明最後引述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

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
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廣大政協委員要堅持為
國履職、為民盡責的情懷，把事業放在心上，把
責任扛在肩上，認真履行委員職責。」他表示，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發展所
指明的方向，而他必將不負所托，肩負好自身責
任，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鼓勵知識創新 打造世界名校

龍子明：雲帆濟滄海 逐夢大灣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龍子明

■龍子明為守護香港大聯盟副召集人，去年9月27日舉行記者會宣佈組成萬
人國慶護旗義工隊。

■2014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龍子明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圖為他於2018年2月25日出席廣東社總舉辦之「支持『一地兩檢』本地立法花車大巡遊」啟動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