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座談活動以 「青春築夢國家發展大局
砥礪奮進民族復興偉業」為主題。來自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
政法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中
國傳媒大學、山東大學等10所高校的47名港生代
表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錦良、陳曉峰和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洪明基、吳傑莊、凌俊傑進行座談。

新質生產力拓港青新賽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錦良為在座港青分享了

自己對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的感受和啟發，
他說，新質生產力催發香港青年新使命，為港青
開拓了新賽道，帶來新挑戰和機遇。黃錦良鼓勵
港青發揮自身專業所長，為國家新質生產力做貢
獻，用所學知識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他又鼓勵
港青利用自身優勢，通過自身責任和使命擔當，
走向國際舞台，在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香港
故事。黃錦良希望港青開闊眼界；結合家國情
懷，錘煉過硬的本領；立德樹人，塑造良好品
德，為國家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分享了兩會感受，
他說，通過參會自己對國家發展充滿信心，國家
在全面推進新質生產力、文化自信和高水平對外
開放中都存在很多發展機遇，希望港生能利用自
身所長，在國家對外開放等各項事業中發揮優
勢。吳傑莊還邀請在座港生到自己在北京的互聯
網3.0創業基地實習，為港生提供實習機會。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希望港青充分認識
中華民族必然崛起之大勢，了解中國式現代化內
容。他詳解了國家科技創新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
技產業存在的機遇與空間，勉勵港青能將自身所
長與國家所需結合起來，找到發展機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凌俊傑分享了自己在北京
讀書經歷，鼓勵港青裝備自己，發揮所長，抓住
機會，把握機遇，要廣交朋友，了解國家，了解
國際情況，講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則鼓勵港青把握機

遇，與國家發展大局 「黏在一起」 ，發揮自身優
勢為國家發展貢獻 「香港智慧」 。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北京聯絡部主任蘇玉軍
在座談會上表示，內地高校港生是香港作為國家
「超級聯繫人」 當中的 「超級聯繫人」 ，鼓勵港
生磨練本領，從兩會精神把握發展機遇，主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科部副
部長劉懋洲指出，希望港青能堅守愛國愛港初
心，奮發有為、挺膺擔當，為 「一國兩制」 事業
的新發展做出新貢獻。

港生：多讀書強本領作貢獻
圍繞青年學生關心的學業、就業、創業等問

題，代表委員們還與港生代表交流互動，解答他
們的提問，分享經驗，提供建議。

參加座談的港生們表示，透過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解讀，能感知到中國經濟社會
持續健康發展的韌性和活力，讀懂中國直面挑
戰、積極進取的底氣和信心。他們也通過兩會精
神的宣介，感受到其中發展機遇與空間，要多讀
書、強本領，為國家現代化進程貢獻港青之力。

全國兩會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與內地高校港生座談會12日上午舉行。五位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向來自內地10所高校近50名港生分享兩會感受，

解讀兩會精神。
代表委員與港生代表積極交流互動，他們聚焦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等兩會熱

詞，從區域融合、科技創新等方面，向港生分析香港新機遇，鼓勵港青不負韶華，裝備
自身，學好本領，利用自身所長，發揮港青獨特優勢。多位港生表示，深刻體會到國家是
香港最堅實後盾，還有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關懷與支持，未來會抓住國家發展機遇，把個人
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善用香港國際平台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貢獻青年力量。

大公報記者 馬靜、郭瀚林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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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韶華 青春夢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代表委員與內地港生座談 解讀兩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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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座談 港生感言

各位代表委員的分享，讓我堅定了走航天路、做
航天人的決心。為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我們需要建
立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
伍。香港近年來舉辦了許多航天主題活動，激發了新
一代香港青年的熱情，有利於壯大香港科創人才群
體，推動香港科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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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決心走航天路
北京大學 郭祺

我從12歲赴英留學，在外漂泊已超過10年。看的
愈多，愈發現中國真的是一個包容、多元的人民共和
國。我感到特別幸運，可以在這麼好的平台融入國家
的發展大局。我必須飲水思源，投身於創新創業創造
的時代洪流，貢獻自身的力量，發出青年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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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創新創業時代
清華大學 李浩銘

今年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圍繞 「立德樹人」 展
開討論，其中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的話題讓我產
生共鳴。這兩年多，我去了國內很多地方，對祖國國
情有了更深入的領悟，深刻地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自
豪，以及身為香港年輕一代的責任與擔當。學成之
際，我會重回香港，為實現香港繁榮，祖國強盛，貢
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體會中國人的自豪
山東大學 陳宇涵

我關注的是大灣區有關的兩會議題。五年前的香
港，當時很多香港人對融入大灣區都有不少疑惑。而
現在，每到周末北上消費的香港人就有數十萬的人
次，香港確實愈來愈融入大灣區。作為內地港生，除
了去認識祖國，也要去宣傳我們的香港，以自己的能
力貢獻香港，讓內地同胞更多了解我們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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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胞更了解香港
北京中醫藥大學 林泳妤

我一直關注數據要素市場與數字資產等領域的發
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要制定支持數
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我們要善用香港獨特的國際
平台優勢，積極對接全球科技創新資源，也要向世界
展示中國帶來的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展示 「中國式
現代化」 的無限魅力與廣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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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全球科創資源
中國人民大學 陳凱琪

今年是我在北京求學第六年，我明顯感受到國家
給予我們港生的資源非常多，國家非常的關心我們。
今年的兩會很精彩，我看到了很多代表們提出了富有
創新力和接地氣的提案，也清楚地感受到今年很多代
表、委員們把目光放在了年輕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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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給予資源和關愛
北京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代表 陳嘉誠

我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學傳揚給香
港市民，讓他們對祖國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另一方
面，宣傳和介紹香港是作為香港青年的重要使命，我
也希望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宣傳香港，讓更多人
認識香港，了解香港，感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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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所聞在港分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青年委員會代表 吳嘉瑩

審議草案高質量 造謠抹黑現原形
為了早日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
會連日審議草案條文，官員、議員廢寢
忘食，爭分奪秒，展現出高度的責任擔
當。在行政立法問答互動之間，各項條
文的內容被一一釐清，社會上的各種疑
慮被一一化解，針對有關立法的各種抹
黑被一一擊破，起到了解疑釋惑、進一
步凝聚共識的作用。

全份草案共有181項條文，法案委
員會從上周五開始逐條審議，周末及周
日繼續奮戰，至今已是連續工作第6
天。在此期間，議員提出多達數十條情
景題，都很有針對性，反映了社會上的
各種疑慮。官員作出清晰解答，讓公眾
充分理解在什麼情況下違法，什麼情況
下可獲豁免。總體而言，草案建基於普
通法的法理和邏輯，借鑒普通法地區的
經驗，尊重和保障人權，並提供免責辯
護條款，一些人擔心的 「誤墮法網」 根
本是不必要的。

在前日的審議中， 「潛逃者」 的定
義成為一個熱點。多名議員認為，現時
草案中的 「潛逃者」 定義有多項硬性規
定，且要等待6個月才確認，並不合
理。事實上，包括許智峯等有案在身的
反中亂港分子在內，潛逃離港後，已在

外國公開現身，且惡意 「唱衰香港」 、
繼續參與反中亂港活動，事實已證明其
為 「潛逃者」 ，根本沒有必要再等6個
月才 「確認」 。正如有議員形容，特區
政府 「過於仁慈」 ，現時的 「定義」 無
異於 「自縛手腳」 ，放任危害國安的人
無異於損害港人的利益，建議縮短認證
限期或直接刪除有關文字。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昨日作出積極回應，表示將檢視
有關條文，並進一步收緊針對 「潛逃
者」 措施，及時取消其特區護照及專業
資格，讓他們付出代價。

這些高質量的問答、審議，極具代
表性，充分印證有關法案委員會的審議
過程絕對不是 「走過場」 ，立法會絕對
不是有些人認為的 「橡皮圖章」 ；也充
分印證行政立法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
衡，特區政府從諫如流，從而令有關立
法更加完善，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審議過程也有如一柄 「照妖鏡」 ，
讓那些別有用心的抹黑、攻擊現出原
形。英國《泰晤士報》昨日發表題為
「Hongkongers to be jailed for keep-

ing old newspapers」 的極具誤導性報
道，聲稱 「市民管有一份《蘋果日報》
舊報紙就可能被判刑」 ，企圖製造恐慌
情緒。但事實是，早前立法會審議時已

有議員提出相關問題，當時特區政府官
員已明確指出，若市民管有有關報紙，
是否違法要看具體情況，比如只是存
放，並沒有煽動意圖等其他活動，可作
為合理辯解，不涉違法。《泰晤士報》
抹黑23條立法適得其反，賠上的是自己
的聲譽，令人所不齒。

美西方媒體針對香港已非第一次，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各種假借 「報道」
之名行抹黑之實的文章不斷出現。例
如，彭博通訊社日前就連發三條 「即時
新聞」 ，聲稱Facebook等社交平台會被
禁，這根本是無中生有。在特區官員作
出否認後，彭博不得不發出澄清報道，
自掌嘴巴，賠上了公信力。

這些媒體針對23條立法一再發表毫
無根據的報道，並不是所謂的 「失
誤」 ，而是企圖阻撓23條立法的順利推
進，類似的抹黑不會停止。另一方面，
美西方反華勢力蠢蠢欲動，未來還可能
有連串破壞行動。特區政府對此要早作
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第一時間
作出反擊，讓國際社會及時了解事實真
相，也為補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
掃清障礙。期待立法會再接再厲，高質
高效通過 「三讀」 程序，築牢國安防
線。

重奪第一 仍需努力
財 政 司 司 長 陳 茂 波 昨 日 透

露，香港國際機場去年處理約450
萬噸貨物，意味着本港或將再次
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客
運方面，去年底已恢復至疫前八
成，預料今年將全面恢復至疫前
水平。隨着機場第三跑道年底前
投入使用，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
市緊密合作，將確保香港機場能
夠發揮大灣區物流門戶和首要航
空貨運樞紐的作用。

香港航空貨運量長期在全球
獨佔鰲頭，後來因新冠疫情爆
發，貨運量一度受到影響。但隨
着香港去年初全面復常，航空貨
運量迅速反彈，很快重登世界第
一的寶座。

究其原因，一是香港在全球50
多個主要機場中，整體貨運收費
較低，具競爭力；二是因應溫控
貨物強勁需求的新趨勢，積極提
升機場處理高價值溫控貨物的能
力。現時擁有三間航空貨運站，
獲得醫藥品冷鏈運輸、鮮活貨物
運輸及活生動物運輸三項國際認
證，滿足特定物流需要；三是內
地持續高質量經濟增長，為香港

機場貨運帶來新動能。
展望未來，香港機場在貨運

及客運方面前景樂觀。同時也要
看到，全球航空業競爭非常激
烈，加上國際地緣政治複雜，供
應鏈重組，地區衝突頻仍，香港
在發展物流方面不能掉以輕心。
舉例說，香港曾榮膺全球最佳機
場，但近年全球最佳機場的寶座
花落旁家。日前出爐的一項全球
機場排名顯示，香港屈居第20位，
在亞洲落後於新加坡、首爾及曼
谷機場，而在粵港澳大灣區，排
位亦低於廣州白雲機場。

另一方面，曾當選全球最佳
航空公司的國泰航空，近年國際
排名不斷下跌。去年的排名出現
反彈，進入國際前十，位居第八
位，但與 「當年勇」 相比仍有相
當大的差距。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慢進
也是退。只有積極作為，不斷提
升香港國際機場的基建，不斷創
新運營模式，不斷引入新技術新
設備，不斷改善服務質素，才能
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進一步鞏固
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