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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2 時代人物

冀港區委員擔當「守護者」角色寄
語
青
年
有
膽
量
有
胸
襟

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11日通過有關香港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港府隨即宣布4名攬炒派議員
即時喪失議員資格，林淑儀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這次的決定非常及時，四名被DQ議員不僅在議會
搗亂，在議會之外，他們的言行也嚴重違反了誓
言，例如他們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等行為，完全不是
為香港服務，也不是忠於自己的誓言。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為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區這法定要求的法律後果，定下明確規則，
有利於堅決及準確實踐「一國兩制」。
港區政協委員來自科技、經濟、文化多種界別，

他們參政議政，熟悉香港的發展。林淑儀說，透過
港區政協的角度，將香港發展建議反映給中央，同
時也扮演「守護者」的角色。「『一國兩制』下的
香港，擁有最大自由度，因此，要通過各方面的力
量，讓香港既能夠享有自由度，又能夠保持穩定發
展。愛國愛港的政協委員要做守護國家安全的角
色，沒有安全就談不上建設，此外，國家政策在香
港實行，委員們也要積極發聲，用易懂、清晰的言
語表達，向市民宣揚和解釋，讓他們理解到國家的
政策方針的原則。」
她明白香港市民對於中央的決定有很多不同的看

法，但要理解的是，中央做出任何決定都是出於為
大局着想。以香港國安法為例，就是為了彌補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能力缺陷，避免「顏色革命」風險而
實施的。「修例風波演變成打砸搶、破壞行政機關
的暴亂，這是所有愛香港的市民都不願意見到的，
如果不是國安法的及時實施，無法想象香港會變成
一個什麼樣的亂城。」她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
市面上開始平靜，這是推動依法治港的重要一步，
但這不意味着就可以就此鬆懈，作為港區政協委員
也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協助香港逐步解決深
層次的矛盾。
要糾正部分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誤解，需要長期的

潛移默化和引領。林淑儀說：「凡事必有因，一個人
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憎恨，我們要去想的，是這些偏激
思想出自哪裡？家庭、學校、傳媒，這些都有可能影
響年輕人的判斷，從而扭曲了真正的事實。攬炒派在
立法會做出種種出位的舉動，久而久之，未成熟的青
年人甚至也可能認同這種行為。如今立法會撥亂反
正，接下來體制發展的方向，建議以實事求是議事為
重心。」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林淑儀建議法例針對
不同階層的需求、關顧勞工的方向探討，議會內講實
話做實事，才有利於香港長遠福祉。

要讓香港的青年和內地青年自然地交
流，林淑儀說，作為社會各界別的前輩，
只需要在緊要的關頭去扶持他們即可。她
明白年輕人有自己的思想和顧慮，也喜歡
和同齡人相處，建議學校、工會、社團多
舉辦促進兩地青年交流的活動，當中可以
在文化熏陶方面入手。
她續說，上一輩人的愛國情懷，是受生
活中所見所聞，或來自學校課本知識傳
遞，這些最樸素的素材所熏陶，老一輩在
外拚搏後常常會回到家鄉建設，回饋鄉
梓，他們有無數小家形成一個國家的理
念，這些正正是香港青年人所缺乏的。
「在歷史科教育方面做得不足夠，年輕人
自然沒法喚起共鳴。我認為香港歷史知識
也需要普及，在中國歷史中，香港發揮了

舉足輕重的作用，香港青年需要首先了解
自身的歷史，再幫助他們了解國家歷
史。」她希望特區政府在香港開展國民教
育、國情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增強抵禦
煽動與蠱惑的能力；內地出版社向特區政
府提供教材編寫參考，讓學生對國家歷史
及發展有更準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談及香港年輕人的優勢，林淑儀表示，

香港青年處於這個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
資訊流動暢通，這種地域優勢可以較快建
立對外關係，只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優點轉
化成實際應用，一定能闖出一片天地。她
說：「要有膽量、有胸襟，如果不去適應
環境，就會被環境淘汰。我們不可能改變
環境，但可以改變觀點、生活習慣，走出
舒適圈，邁出重要的一步。」

■林淑儀主持
工聯會「國情
會客室」網上
節目，與政界
名人談國家大
事、論盡民生
小事。（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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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遠景目標，主打經濟和科技自主創新，對
於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文化軟實力及建設更是不可或缺。

林淑儀指出，香港要發揮大灣區內的角色，也可借大灣區發展調整香港
的產業結構，例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加強與內地生產、工業對接，令
它們成為一個融合的產業鏈。

工聯會倡辦灣區文化展
她強調，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不單只是經濟上融合，也要在
文化氛圍上互通，實現經濟文化「雙循環」。「大灣區9+2每個地方都
有自身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魅力，香港年輕人要認識國家，內地青年也
同樣需要認識歷史，要宣揚大灣區文化，發揮國家的軟實力。但這是需
要一個熏陶的過程，我們工聯會也因此建議中央政府擔當『文化灣區』
推手，籌辦9+2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
林淑儀坦言，很多年輕人未必了解大灣區的發展，因此難以抓緊機
遇。對於香港民眾而言，從展覽親眼目睹內地運港展出的珍品實物，遠
勝於紙上談兵；通過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專家學者講解，好讓他們更準
確、更全面地掌握歷史文化知識，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工聯會有專門的『大灣區關注組』，建議大灣區在生活、讀書、創
業各方面推出更多便民政策。近年，就促進粵港互聯互通，我先後提出
了20多項政策倡議及社情民意反映，部分建議獲中央政府採納並實施，
包括：容許港人可在內地補辦和換取回鄉證；讓內地工作港人參與內地
社保、醫保等。」她介紹指，工聯會也積極造就機會給年輕人在大灣區
內實習，認識內地發展。政策方面，自2018年已取消港人在內地工作需
辦理就業證要求，由2020年1月1日起內地港人可參與內地社保、醫
保，可見大灣區在政策上不斷推進，讓在內地工作、讀書和創業的青年
人免除後顧之憂。
土地、住房問題困擾香港多年，談到香港發展的建議，林淑儀冀中央
政府撥地予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建立新社區之用，以應對香港土地、住房
深層次矛盾問題，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協同
發展。她說：「回望香港在60、70年代工業起飛的時候，有自己的製造
業。後來隨着時代變化，國內改革開放，工廠轉到內地，香港轉型做金

融服務。」她認為在新時代，香港經濟可以更加多元化，而不僅僅是金
融服務，例如再工業化，發展高端製造業，鼓勵一些學生做機械、工
程。多元化的經濟體也有助香港的年輕人謀劃出路，林淑儀表示，時代
的浪潮推動香港年輕人抱持開放心態面向國際、放眼全球，而大灣區正
是年輕人多元化發展的出路。

疫情啟發大眾居安思危
明年上半年黨中央將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系統評估和總結，然後

正式宣布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林淑儀對國家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
表示堅強的信心，這不僅體現在扶貧攻堅上發動企業幫扶，透過造血，
而不是輸血，根據當地的特點創造居民的財富，還體現在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的一系列措施。「疫情對於整個世界都造成很大影響，透過疫情，
也足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中央政府發動全國人民來抗疫，當中
的果斷、齊心、團結，是有目共睹的。」
林淑儀自身也在這次公共衞生危機中，產生了更多思考。她說：「疫

情初期，各種醫療物資都極度短缺，產生『口罩荒』，對於民眾的啟示
就是要居安思危。即便是在安定的情況下，也需要重視醫療、醫護產品
的生產和儲存，每個地方都要儲備一定的醫療產品存量，起到基本的保
護，要有聯防聯控的機制，才能防患於未然。」

■林淑儀在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口罩工場」做義工，協助口罩
生產及包裝。

■

全
國
政
協
主
席
汪
洋
主
持
的
「
注
重
家
庭
家
教
家
風
建
設
」
遠
程
協
商
會
議
在
北
京
召

開
，
林
淑
儀
透
過
網
絡
在
香
港
與
各
地
政
協
委
員
分
享
香
港
經
驗
。

■

林
淑
儀
在
街
站
收
集
支
持D

Q

四
名
攬
炒
議
員

的
市
民
簽
名
。

疫情之下，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林淑儀表示，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以及「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是香港轉
危為機的一大希望，「大灣區共同家園」要推而廣之，尤其在歷史文化方面要做好內循環的交
流，讓經濟建設與文化軟實力相輔相成。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香港工
會聯合會榮譽會長林淑儀會聯合會榮譽會長林淑儀

林淑儀林淑儀：：
文化灣區發揮軟實力文化灣區發揮軟實力
助港經濟多元化發展助港經濟多元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