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強支援精神病患者外企高管密集訪華 彰顯投資中國信心

龍眠山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發生恐怖
命案，連日來有市民帶同心意卡
和鮮花到現場悼念兩名死者，
「希望她們安息，一路好走」 。

案發時提着兩張圓櫈欲阻止疑兇
繼續行兇的廚師輝哥，其見義勇
為的舉動受到市民讚賞，也成為
傳媒追訪的焦點。

由於疑兇有精神病紀錄，輿
論呼籲不要因此歧視精神病患者
的同時，更關注對精神病患者的
支援是否足夠。事實上，精神病
患者需要長期食藥及定期覆診。
疑兇上次覆診是今年三月初，下
一次覆診本來安排在六月六日，
不料覆診前發生慘案。正如有人
認為，如果覆診間隔期由三個月
縮短至兩個月，或許就能早發現
問題。

香港工作壓力大，居住環境
侷促，患情緒病的人口比例不
低。加上過去幾年是香港的非常
時期，飽受精神困擾的市民有所
增加，精神健康問題呈惡化趨
勢。香港本來就缺少足夠的資源

來照顧這些患者，現在可謂雪上
加霜。增加資源支援有關患者乃
是當務之急，但誰都明白，一時
之間大幅增加資源並不現實，從
短期而言，可考慮為精神病患者
實施分級制，醫衞部門集中力量
照顧那些重病者，至於輕病患
者，則可以發動社會的力量。

有學者指出，香港註冊社工
有2.7萬人，增加資源並給予社工
足夠的培訓，可以強化對輕病患
者的照顧。輕病患者不至於惡
化，社會就更加安全與和諧。

特首李家超日前對事件表示
難過，對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強調將在四個方面加強工
作，包括警方加強市區巡邏；優
化針對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和覆診
流程；全面提升市民的精神健康
水平；設立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強化社區支援服務。

香港社會如果能因為此案而
更加重視精神健康問題，將是對
無 辜 死 者 最 好 的 告
慰。



在西方政客對華所謂 「去風險」 的
鼓噪聲中，一批跨國企業高管排隊訪
華。繼蘋果、特斯拉、通用汽車、摩根
大通、星巴克等之後，英偉達執行長黃
仁勳明日訪華，法國奢侈品牌集團
LVMH主席阿爾諾也將來訪。中國是
「風險」 還是 「機遇」 ，包括美國在內
的跨國巨企已經 「用腳投票」 ，表達對
中國市場的信心和期待，反華政客被狠
狠地 「打臉」 。

英偉達是當今全球芯片一哥。當其
他國際芯片大廠銷量出現明顯下滑之
際，英偉達銷量激增，其股票受到熱烈
追捧，成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萬億美元
的芯片企業。美國為阻斷中國高質量發
展，不僅全力打壓中國的芯片企業，阻
止本國企業向中國出售先進芯片，更在
全球組織相關同盟。在此敏感時刻，英
偉達執行長黃仁勳訪華之舉，讓美西方
政客的遏華圖謀破功，也讓其他國際芯
片企業看到，如果屈從反華政客的脅迫
而退出中國市場，只會落入圈套，肥水
流向外人田！

中國人早已成為世界奢侈品的主要
消費者。全球復常後，LV今年首季全

球銷售增長17%，除日本外的亞洲銷量
更勁增37%，其中主要動力源於中國，
阿爾諾早前亦因此一度成為全球首富。
相比之下，該公司在美國的銷量只是保
持平穩。傳媒報道阿爾諾將訪華，與其
計劃未來在廣州、上海等中國內地大城
市增加銷售有關。

在訪華的一眾跨國企業領袖中，要
數馬斯克最為矚目。這是他疫情三年來
首次訪華，先後獲得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秦剛等高官會見。馬斯克重申反對
「脫鈎斷鏈」 ，強調中美利益交融，有

如連體嬰兒彼此密不可分，特斯拉願意
繼續拓展在華業務，分享中國發展機
遇。馬斯克訪華後，特斯拉股票應聲上
漲，日前他已重奪 「世界首富」 之位。
中國市場關乎全球財富流向及富豪排行
榜的座次，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在此之前，西班牙、德國、法
國、歐盟等西方領袖已掀起一輪訪華
潮。法國總統馬克龍更用中文盛讚訪華
途中的所見所聞和兩國關係。美國傳媒
不無酸溜溜地評論道，西方政要爭相向
中國 「磕頭」 ，是在危機重重中尋求出
路。英國早前派出商業及貿易部國務大

臣莊敦文訪港，成為五年來首位訪港的
英國高官。有輿論認為，英國藉此投石
問路，謀求改善對華關係。

事實勝於雄辯，不管美西方政客如
何鼓吹 「脫鈎斷鏈」 或 「去風險」 ，只
能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一些暫時麻煩，譬
如出口貿易數據下滑，但改變不了中國
持續快速發展的大趨勢。過去十年來，
中 國 對 全 球 經 濟 增 長 的 貢 獻 超 過
38.6%，居世界第一。中國的製造業在
全球佔比和貢獻，超過美德日等六國的
總和。中國有14億人口，單是中產階層
已達4億之眾，這個群體還在快速擴張
之中。中國還是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第
一大國，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
貿易夥伴。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
不開世界，這是多國領袖、跨國巨企排
隊訪華的底因所在。而全球 「去美元
化」 與人民幣加快國際化並舉，也反映
了東升西降這一世界大趨勢。

數十年來，從所謂 「中國崩潰論」
到 「脫鈎斷鏈」 再到 「去風險」 ，結果
都是國際笑話。祖國好，香港更好。香
港社會更要堅定信心，進一步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抓住機遇開創發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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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上周二（5月30日）宣布成立56人特首政策組專家組，多名專家組成員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圍繞香港應如何發展發表看法。

有成員建議政府推動人才雙向走動，以及引入更多內地電視台頻道，加強市民對國
家的認同感、使命感；有成員表示，香港樹立愛國意識，但同時也不能忽略 「一國兩
制」 特色。

引入內地電視頻道 讓市民了解國情
特首政策組專家建言 推動兩地人才流動

責任編輯：杜樂民 唐偉雄

港區人大代表粵西考察 促進灣區融合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帥誠湛

江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赴粵專題調
研組一行30人昨天（4日）從香港出發，
乘坐高鐵奔赴粵西，進行為期五天的調
研考察。人大代表們希望此行可多了解
粵西各城市發展，並借粵西為橋樑，發
揮香港優勢，促進海南自貿港和粵港澳
大灣區兩個國家戰略的深度融合發展。

今次專題調研組由立法會議員馬逢
國擔任組長，立法會議員陳勇任副組
長。調研組將走訪湛江、茂名、江門、
肇慶四市，並於8日在廣州接受廣東省主
要領導會見，以及召開專題調研情況匯
報交流會，聽取廣東有關工作情況匯
報，向廣東人大、廣東政府反饋專題調
研的意見建議。

參觀湛江三地方了解新發展
馬逢國表示，習主席近期專門到粵

西視察，因此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決定跟隨習主席的腳步，了解粵西城
市。調研組首天參觀了湛江三個地方，
無論是寶鋼湛江鋼鐵有限公司的環保煉
鋼技術，還是深水網箱養殖和水產育苗

技術都很先進，馬逢國深信湛江作為重
要的養殖基地，未來在水產、水果、水
稻方面都會發揮重要作用。他指出，香
港的海洋條件不差，資金充足，但海產
養殖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可能是受到
土地條件、政策等原因限制，今天看到
湛江的海產養殖發展得這麼好，認為香
港應該思考借鑒學習。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不約而同地
暢談養殖產業。南海航空貨運（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莉希望香港可以通過
與湛江的合作，特別是在技術和產量提
升方面的合作，例如通過香港漁民到湛
江與企業合作，推動提升香港水產養殖
產量。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葉玉如則對
湛江深水網箱養殖和水產育苗印象深
刻，認為這些項目前景廣闊，希望日後
與科技大學的同事一起研究有哪些合適
的項目可以一起推進，利用學校的自動
化科研優勢，探討提升網箱養殖的自動
化程度。中國石化（香港）有限公司供
應鏈總監林至穎表示，湛江無論是傳統
的海洋產業還是新能源行業，以及製造
業都有長足發展，且地理位置毗鄰海南

自貿港，而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可以
和湛江、茂名等粵西城市有更深度的經
濟合作，享受海南自貿港發展 「溢出效
應」 的紅利，以及發揮香港的優勢，促
進海南自貿港和大灣區兩個國家戰略有
更深度的融合。

湛江市委書記劉紅兵說，隨着國
家一系列重大戰略相繼出台，湛江已

經處在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
北部灣城市群和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四
大國家戰略交匯點，站在國家發展戰
略的大舞台上，迎來空前的發展機
遇。本月下旬，湛江計劃在香港舉辦
大型宣傳活動，希望能夠讓更多香港
朋友了解湛江，參與湛江建設並分享
湛江發展機遇。

應對人口老化 急需檢討政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黨副主席陳曉峰表示，
政府需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希望可以訂立中長期的發
展目標。他還指出，國家安全十分重要，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互相有影響。

陳曉峰認為，要加強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使命
感，應推動更多與內地的人才雙向走動，令社會達到
求同存異，從而讓兩地不同人士在各崗位都可以活得
精彩。

須保持「一國兩制」特色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表示，現時香港的時

局和身份地位與回歸前已大不相同。當前國家發展迅
速，她呼籲香港年輕人要了解國情、融入國家發展，
而政府應加強培養教育班子，特別是歷史等反映國家
發展的學科，傳媒亦可協助政府加強國民教育。她建
議政府引入更多內地電視台頻道，市民可免費收看，
從而了解國家軍事、教育、藝術等不同範疇的發展。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近
年來香港出現愛國潮，這是應該的，社會亦開始強調

愛國意識，但他認為愛國的同時也不能忽略 「一國兩
制」 特色。他強調，國家需要 「一國兩制」 的香港，
要繼續實行普通法和保持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而這
些特色和愛國並無衝突。

應就全球變化重新定位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認為，香港

在國際定位方面仍未清晰，應就全球變化而重新定
位。他說，中美關係出現變化，會牽連香港整體經
濟，香港不能繼續 「食老本」 ；中央對港不少要求，
特區政府仍未達到，例如需積極參與國家發展大局，
包括在 「一帶一路」 戰略上尋找定位及方向。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並委
任56名成員，任期一年。專家組的成員涵蓋商業和金
融界別、專業人士、智庫及學術界等不同背景人士，
就各項專題向特首政策組提供專業意見和嶄新構思。
為方便工作和進行更聚焦的討論，專家組成員分為三
個組別，分別為經濟發展專家組、社會發展專家組及
研究策略專家組。

幾位特首政策組專家組
成員認為，香港最急切需要

討論的是人口政策。
研究策略專家組成員、選委界立法會議員

周文港指出，人口政策問題直接影響經濟及發
展動力，以及教育的長遠政策。他說，雖然政
府推出 「高才通計劃」 ，但對於補充人力資源
仍遠遠不足，呼籲大學引入更多外來學生。周
文港不認同引入更多外來學生會引起爭資源情
況， 「外來學生均屬自費，獎學金亦不是以公
帑頒發，反而引入更多年輕人來港就讀，長遠

有利香港經濟發展，既可彌補香港人力資源之
餘，同時可讓學生發揮各自所長。」

社會發展專家組成員、傑出青年協會主席
陳建強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人口政
策急需討論，同時急切需要就社會價值觀定出
方向。他表示，世界變化大，香港如何向前走
需要有科學根據，需要數據調研找到方向。他
直言， 「個個有工開、有書讀唔係咁容易」 ，
政府要提出具體方向改善經濟問題，從而凝聚
民心，冀專家組成員可為政府提供有效意見。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有利發展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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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談香港與湛江合作

重視產學研

馬逢國：漁業也愈來愈重視產學研發
展，香港的高校在漁業領域的科研項目
不多，如果要發展漁業，建議香港參照
湛江的發展模式進行嘗試。

借助新能源

林至穎：湛江、茂名有很多能源行業的
投資，特別是新能源板塊、太陽能等發
展得很快，可給香港借鑒，了解新能源
在內地的應用場景。另外，如果能借助
粵西氫能、太陽能、風電等在港應用落
地，對香港實現雙碳目標有很大幫助。

倡湛江養老

徐莉：湛江的面積比香港大十倍，並已
發展成非常宜居的城市。建議祖籍在湛
江的港人可選擇來這邊養老，特區政府
可考慮如何促成。

水產養殖合作

朱葉玉如：回到香港後，會與科大的同
事商量有哪些合作機會。我們在自動化
方面的研究優勢突出，希望可以改善湛
江水產養殖目前人工為主的現狀。

大公報記者帥誠、黃寶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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