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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政團向特首遞交《施政》建議書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新一份施政報告諮詢期展開，多個政團
及地區團體陸續向行政長官遞交施政報
告建議書，民建聯16日提交以 「發揮
優勢 開拓機遇」 為主題的《2024年
施政報告期望》，提出涉7大範疇的
195項建議，包括推動熊貓經濟及向中
央爭取進一步優化內地居民赴港簽注政
策，例如將 「一周多行」 逐步有序複製
到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新民黨則建議
向中央爭取在大灣區物色約300公頃土
地，租予香港作為 「飛地」 ，與廣東省
合作設立 「高質量發展產業合作區」 。

「一周多行」擴展到灣區九市
民建聯建議政府應推出短期、快

見效的措施，提振市民對本港經濟的信

心及市場氣氛，包括加快活化股票市
場，增加港股的流動性；取消烈酒稅，
鼓勵更多洋酒業務的貿易；以及推動熊
貓經濟及向中央爭取進一步優化內地居
民赴港簽注政策，例如將 「一周多行」
逐步有序複製到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
藉着吸引更多過夜旅客，做到旺丁旺
財。中長遠而言，政府須以更大決心，
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推動新質生產
力發展，包括建設數字經濟體系、發展
低空經濟及推動新能源經濟產業；善用
啟德新區，弘揚中華文化，落實無處不
旅遊理念。

新民黨表示，現行的薪酬調整機
制過時，建議在公務員基本薪金上，引
入發放與經濟表現掛鈎的獎金；參考橫
琴等向中央爭取在大灣區物色土地，租

予香港作為 「飛地」 ，與廣東省合作設
立 「高質量發展產業合作區」 ；將烈酒
稅按價值徵稅改為按量劃一徵稅等。

實政圓桌召集人田北辰向政府提
出10項建議，他指出，香港有 「三
高」 ，即人工高、租金高及物價高，而
要有所出路，則要靠 「五高」 ，即高端
旅遊、高端消費、高端醫療、高端物流
及高端科技。在高端旅遊方面，主要配
合自然景觀打造南大嶼山度假區，打造
以觀光、參與式為主的旅遊景點。

此外，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
社團聯會及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向行政長
官提交施政報告建議書，提出多項建
議，包括設立兒童醫療券、愛國主義教
育中心、完善過關安排、增撥資源助關
愛隊進行行政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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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習近平著作選讀》生動記錄了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並不
斷奪取新勝利的偉大歷史進程，集中反映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
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充
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民
族發展、對人類前途命運的使命擔當，是全面系統反映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習近平關於中
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系統反映了習近平同志對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等豐富內涵的深刻闡釋，集中
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
破，展現了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
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繪就的現代化新圖景。

三部圖書繁體版的出版發行，有助於港澳讀者系統了
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理解中國式現
代化的理論體系和實踐要求，對於引導港澳同胞增進國家、民
族和文化認同，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戮力同心，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李家超：讓港人認識中國新時代思想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負

責同志，香港愛國愛港機構、政團社團代表和出版界代表出席
新書發布會暨出版座談會。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中國企
業協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有關負責人在新書發布會
上接受贈書。三部圖書繁體版即日起在港澳各大書店全面

上架並重點推售。
李家超致辭時指出，這兩部重要著作推出繁體版作品，讓

香港市民更能認識中國新時代思想如何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深
刻回答了人類社會何去何從、世界各國如何相處、不同文明怎
麼交往等關乎人類發展命運的重大問題，對共建美好世界的追
求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特區政府全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全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弘揚愛國

愛港為核心、與 「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會善
用各種優秀作品、平台為載體，推動香港市民更深入了解國家
發展，增強國家意識，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林世雄：的士車隊初期只發五牌
【大公報訊】記者劉碩源報道：特區

政府推出的士車隊制度，計劃發出最多五
個的士車隊牌照，期望透過車隊制為單
位，改善的士服務質素。

昨日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在
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詢問會否因應業界
對牌照的熱烈反應，考慮增加牌照數目。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回應表示，
當局在邀請的士車隊牌照申請時，已表明
是次邀請將發出不多於五個的士車隊牌
照。他表示，在引入的士車隊制度初期，
政府認為應採取較為審慎的策略，選出最
能夠在營運車隊方面展示高度投入和能力
的優秀營辦商批出牌照，確保首批的士車
隊的營運質素，讓它們為的士車隊制度打
響頭炮。運輸署將密切監察它們的營運和
服務質素，就車隊持牌人的表現作中期評
估。至於日後是否需要發出更多的士車隊
牌照，運輸署會視乎市場情況作考慮。

在車隊規模方面，現時的規定是混合
或市區的士車隊須有300至1000輛的士，
而新界的士車隊則須有100至350輛的士。
每個車隊旗下的的士數目，會在車隊牌照
內指明。如車隊持牌人在獲批牌照後，希
望增加旗下車隊的士的數目，包括擴大車
隊規模至超出現時上限，可向運輸署申請
修訂牌照。

工聯會議員郭偉强表示，如果車隊制
漸有成效，相信政府都會 「添食」 。對於
運輸署會密切監察車隊營運及服務質素，
他認為車隊表現一定會受到違規網約車和
網約平台的影響，關注政府可否加快有關
規管網約車和平台的工作。

林世雄指，現時當局一方面為規管網
約平台制訂立法建議，另一方面是完善打
擊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的法例，強調會首
先考慮保障市民權益及利益為依歸，又指
運輸業的整體健康持續發展同樣重要。

立會通過引入非本地護士紓人手荒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本港公立醫院長期面

對人手不足問題，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護士註冊修訂條
例草案》，開闢新途徑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指明機構全
職受僱一定年期、工作表現獲僱主滿意，並接受持續護理
教育，將符合資格轉為正式註冊或登記，毋須參與執業考
試。醫院管理局表示，將全力配合政府推動有關政策，包
括主動前往不同國家和地區宣傳，積極招聘更多合資格非
本地培訓護士，以紓緩公立醫院的服務壓力。

醫衞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香港人口老化，對醫療服務
需求有增無減，根據近日公布的《醫療人力推算
2023》，即使政府曾經大幅增加護士培訓學額，短中長
期人手仍然嚴重短缺，2030年、2035年及2040年，普通
科護士的人力差距分別為8700、6900及6000名。

護管局將定評核標準和指引
草案提出，透過特別註冊或登記、有限度註冊或登

記，以及暫時註冊或登記制度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其中
特別註冊或登記護士，只要在指明機構工作一定年期，表

現獲聘用機構評為良好及勝任，則符合資格轉為正式註冊
或登記。條例草案對來港執業護士的專業能力有一定要
求，非本地培訓護士是否符合專業資格將由護士管理局決
定，當局可以根據申請人之前的臨床經驗，對聘用施加執
業條件，管理局也可向聘用機構指明評核方式，管理局稍
後會就評核工作發出標準和指引讓機構和評核人員參考。

法案委員會主席、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表示，業界
十分重視非本地培訓護士的專業水平，並非湊夠數目般簡
單，院舍必須提供足夠培訓和監督。

選委界議員周文港認為，本地培訓護士未能追上人手
需求，短期內只有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才可應對問題。
他要求醫管局和衞生署，要針對每個相關申請的學歷、臨
床經驗和工作抱負作嚴格把關。

選委界議員管浩鳴表示，絕對歡迎修例，但質疑並非
解決人手問題的 「萬試良方」 ，他建議增加本地登記護士
名額，並設立晉升階梯至成為註冊護士。

盧寵茂回應，醫管局及衞生署仍然貫徹優先聘用本地
培訓護士，其他指定機構也會同樣優先聘用本地護士。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

在2024年香港書展首發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
卷、第二卷繁體版和《習近平
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繁
體版，昨日在香港書展舉辦了新
書發布會暨出版座談會。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和《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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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一卷、第二卷繁體

版和《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
化論述摘編》繁體版，近日由
聯合出版集團出版發行。7月
17日，香港書展開展首日舉辦
了新書發布會暨出版座談會。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盧新寧、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紫
荊文化集團董事長許正中，昨日出席《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繁體版
及《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繁體版新書發布會暨出版座談會。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在座談會上，多名專家學者在會上分享
了自己的學習體會。他們表示，習主席
的論述總結了歷史經驗和學術成果，確
立了 「中國式現代化」 的新方向。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表
示，這三部著作的面世，將讓香港居民
特別是年輕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有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尤
其對國際形勢、國家的發展、中央的大
政方針和習主席的治國理政理念等方
面。長期以來，不少國家因為來自美西
方的壓力、援助或引導而採納了 「西方
模式」 或 「華盛頓共識」 來發展，結果
往往是 「水土不服」 ，不但發展滯後，
政治動盪，甚至淪為西方的附庸。隨着
「中國式現代化」 因為改革開放的不斷
深化和制度化而漸入佳境，中國在國際
上的地位和影響力也會因為中國的 「發
展模式」 的吸引力日增而提升。

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黃平表示，中國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
既保留了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同時

也有基於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他強
調， 「中國式現代化」 是要走一條全體
人民奔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絕不是日
益兩極分化，走向貧富懸殊，這是中國
社會主義制度和基本社會價值所決定
的。 「中國式現代化」 是物質文明與精
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
化」 只能及必將走一條和平發展、互利
合作、互建互贏的道路。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拓展
及對外事務）、立法會議員劉智鵬認
為，《習近平著作選讀》以中國式特色
社會主義為主題，論述及探討黨的十八
大以來的理論創新的成果，涵蓋改革發
展、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
治軍等方面的內容。習主席的論述總結
了歷史經驗和學術成果，確立了 「中國
式現代化」 的新方向。

放眼未來，期待新時代的中國人
民共同努力，走上 「中國式現代化」 的
道路，在世界舞台上持續扮演重要的角
色，不斷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更大的
貢獻。

專家：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