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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4 委員訪談

■廣東省汕尾市政協常委、恒裕
城市更新集團董事長龔澤民

■海南省政協委員、香港海南青
年聯合會副會長林博

關注舊區發展改善環境
疫下送暖協助居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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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協委員林博畢業於國內中山大學政治管理
系，共有四年區議員、六年助選立法會經驗。自

2010年投入香港社會服務，2014年開始主要服務土瓜灣
南社區—香港的一個舊區，林博希望自己能夠獻出一分
力量，改善該區居住環境、為居民爭取福祉。2015年他
參與區議會選舉勝出，這是他第一次參選，隨後以區議
員身份繼續服務土瓜灣南區四年。

居民支持鼓勵社區服務不停步
他坦言，在為居民向政府爭取福利過程中也會感到

阻力，例如有些政策和計劃會受不同因素的影響而擱
置。從事區內工作多年，林博一直兢兢業業，竭盡所
能協助居民各方面的需要。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
在社會運動事件猖獗的環境中競選，林博與區議員一
職失之交臂。選舉結束後，他與一些支持自己的居民
交流，得知有些街坊出於安全理由不敢外出，未能投
出重要的一票。
林博談到社區服務的心得時說，服務土瓜灣南區的初

心是滿足舊區居民的迫切需要，希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環境和社區配套，如積極為居民爭取權益，曾與居民去
政府總部請願。「居民面對不少的困擾，例如多年來東
九龍走廊天橋因部分路段鄰近民居，走廊兩旁的居民飽
受噪音的滋擾；區內的樓齡高、老化的問題等等。」針
對東九龍走廊天橋噪音問題，他曾向政府提出過短期、
中期、長期措施。「短期措施是設置吸音物料，例如膠

粒，減低噪音；中期措施是設隔
音屏障；長期措施則是設立寧靜
基金，讓居民申請基金、資助，
安裝隔音玻璃窗等。」

冀政府設救濟金共克時艱
「即使沒法以區議員身份為街

坊服務，但也有很多街坊非常支
持我、關心我，我會繼續堅持服
務下去，不會放棄，履行我當初
的承諾。」正如他所言，雖然在
區議會選舉中遺憾落敗，他與團
隊依然堅守住社區。疫情下，林
博為市民送上所需物資。他與團
隊在口罩最緊缺的時候，不斷聯
絡廠家查詢口罩訂購情況，更在
東南亞國家搜羅口罩，免費派給
市民。他還將工業消毒水分派給街坊，幫助居民團購
米、麵、日用品，組織醫生開展抗疫知識宣傳講座。
「我們緊密留意區內哪棟大廈有個案，在信箱放入防
疫品，還有一些需居家隔離的住戶，我們也會幫他們
買日用品送上門，時刻與居民保持聯繫。」
林博建議政府設立更多抗疫基金，也可以提供救濟

金，實實在在地幫一些有迫切需要的市民。此外，他也
留意到家長在疫情期間壓力增加，由於孩子在家上網

課，需要輔導功課，產生額外
的壓力，就業受影響之餘又要
繳交大額學費，生活壓力更
大。家長對於外展服務隊有更
多的需求，林博建議政府、教
育局提供更多的資助，以減輕
疫情期間家長的負擔。

政協工作帶來兩大感受
身為海南省政協委員，林

博透過政協平台開拓更大的
視野，撰寫了不同的提案，
參與開會、視察，有兩個最

大的感受。他說，第一個感受就是直觀地看到家鄉海南
的變化。「我在香港出生，每年暑假或新年會回家鄉海
南，多年來，看到了家鄉變化很大，例如在城市『雙
創』的工作下改善市容，促進了經濟發展。」此外，他
也見證了內地扶貧攻堅的力度和方法，例如農村脫貧的
情況，發揮當地特色成為幸福村，投資村內種植的特產
等。林博認為內地精準扶貧的工作深入到位，也為香港
提供了參考，啟發如何扶持有需要人士。
第二個感受是對內地抗疫工作的體會，林博說，內

地抗疫成效顯著，少不了抗疫工作者的努力。「很多
醫護主動請纓去前線，產生不少感人的故事，其中有
犧牲的烈士、為了抗疫工作延遲婚期、犧牲幸福的
人，令人感動，歷歷在目。」林博說，中央更派出專
業醫護人員馳援香港抗疫，很多市民都表示非常感
動。 早前特首發布2020施政報告，林博關注支持年
輕人發展的措施。他說，年輕人要把握大灣區發展機
遇。 「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大灣區已
經推出很多措施，支持年輕人就業、生活，種種機遇
在向香港青年招手。」他建議內地企業來香港做招聘
會，因為香港有專業化人才，在管理酒店，高爾夫球
會、餐飲、商務管理等方面極具優勢。

深受第四波疫情困擾，香港各行各業損傷慘重，市民
有苦難言，龔澤民看在眼裏，焦慮在心，他表示，

「內地抗疫成效是目前為止全球各國中最為成功的，香
港抗疫的關鍵，就是要認真參考內地的抗疫經驗，特區
政府和民眾都要保持高度戒備、『早發現、早報告、早
隔離、早治療』，進行全民檢測。」
他深知，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其長久以來的服

務型特質使其即使在疫情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也無法完
全閉關自守。但是他強調，有限度開放的前提是做好檢
測及各項隔離措施，如建立包括檢測、追蹤、隔離、治
療的嚴密控疫機制，盡快形成主動預防的常規機制，從
而扭轉目前控疫落後於疫情的被動局面。

主動防疫建立常規
恢復深港互通往來，對香港重啟經濟、民生影響重

大，香港必須全力以赴控疫，實現與深圳同步抗疫。他
表示，鑒於香港目前未能全面控疫，同時疫症出現病毒
變種，對於兩地的互通往來，在嚴格做好檢測的前提
下，特區政府亦可對需多次往來的人士提供檢測費用補
貼，一旦有疫苗，也應優先照顧需要跨境工作的人員，
保障香港民生物資供應穩定，也為深港互通往來恢復正
常積累經驗，形成一套可行機制。
此外，面臨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他呼籲市民應保持

警惕性與大局觀，減少走親串巷、聚餐活動，香港的愛
國愛港社團、同鄉會等各個民間組織也應積極呼籲會
員、鄉親主動參與檢測、追蹤，做好個人衞生防衛，配
合政府抗疫，協助香港早日走出疫情陰霾。

港區優勢助推融合
身為港澳政協委員，龔澤民一直以來將引進更多創新

技術與人才視為己任。他認為，創新、創科是重中之
重，以深港合作發展為例，兩地大可發揮優勢互補、齊
頭並進的雙重效應。
「再大的困難除以14億，也會變得微不足道，再小的
力量乘以14億，也足以戰勝一切困難，擁有極其龐大的
市場，這就是內地最大的優勢。然而，港人需多想想自
身的優勢在哪裡，從而實現最大效應的優勢互補。」他
表示，香港在基礎學科和原創性科研方面實力雄厚，擁
有多間國際排名百位之內的大學，有自由的學術氛圍、
國際化環境，長久以來吸引外國優秀學者，從而可以引
進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方法與經驗；再加上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連
續多年IPO居全
球第一，為初創
企業提供了上市
融資的機會。有
見及此，香港應
發揮科研實力、
國際化及市場化
的優勢，與大灣
區龐大的市場相
結合，特別是加
強與深圳創科製
造業的合作，以

實現大灣區協同發展，為國家創新科技和經濟社會持續
發展提供動力。

築巢引鳳支持教育
作為香港廣東青年總會副主席，龔澤民一直以身作

則，以行動向香港青年講好國家發展進步的故事，帶動
香港青年參與粵港社區融合建設，增強對國家、民族、
文化的認同意識，為建設香港美好未來發揮積極作用。
為引進香港的青年人才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龔澤

民以教育為切入點，與恒裕集團全體同仁選擇與具有
1400多年悠久歷史的英國國王學校在深圳聯合辦學，築
巢引鳳。他表示，「深圳與香港地緣相近、人文相親，
是許多港人去內地發展的必經之地，但目前港人落戶內
地仍面臨一些基本問題，如醫療、教育。此外，由於香
港一直採用的是傳統英式教育，而內地的教育體系與香
港截然不同，深圳缺乏一個特別適合港人的英式學校。
因此，英國國王學校的首家海外分校選擇落地在深圳南
山這個新科技基地，也將有助於實現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為中國引進最高品質教育的願景。」有見及此，此次聯
合辦學秉持非盈利的原則，優先接受港人學生。同時，
與內地其他國際學校不一樣的是，新校將由英國國王學
校直接管理，不僅師資團隊完全由英方直接派屬，課程
設計也緊密跟從英國總校，包括多元化課外活動，但同
時也會融入中國元素，例如︰普通話為必修課、升國旗
唱國歌等。此外，每年還將為深圳及英國總校的教職員
和學生安排特色交流計劃，使兩地校區營造一個大家庭
的氛圍。

發揮港澳所長，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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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香港海南青年聯

合會副會長林博積極履

行港區政協委員的使命

和擔當。多年來，他服

務香港舊區市民，擔任

多個社會公職，組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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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為投入社區抗疫工

作，為市民送上所需

物資，同心同德，戰勝

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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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龔澤民堅持與時

俱進做好政協工作，他

以創新性思維，為大灣

區發展融合引進多元化

人才和資金，支持國家

向高質量發展，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竭智盡

力。同時，為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推動「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心懷

家國的他不斷以實際行

動向香港青年講述着中

國好故事。

■疫情嚴重時期，物資短缺，熱心人士贊助了20大桶
工業用的漂白水，林博協助街坊裝配漂白水。

■2018年1月19日，在深圳市政府相關領導和媒體的共
同見證下，恒裕集團和英國國王學校簽約聯合辦學。

■2018年1月20日，馬來西亞第四大金融集團來深考察，恒
裕資本董事長龔澤民（右三）為馬來西亞興業銀行考察團介
紹前海金融中心的地理優勢。

■2018年8月7日，香港傳媒學子參觀深圳恒裕集團，龔澤民（前排左
四）與學子深入交流。

■2017年廣東扶貧濟困日，龔澤民(右)代表恒裕集團捐
款一億元支持慈善事業。

■疫情前，林博一星期四次協助街坊量血壓，聚一聚，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