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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中謀獨賴性不改 祖國統一指日可待

施政報告承前啟後 以改革促發展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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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李家超發表新一
份施政報告，這

是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全面落實 「愛國者
治港」 原則，完成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也是一份承前啟
後，推動香港向前發展的施政報告。

今年的施政報告主題是 「齊改革、同
發展、惠民生、建未來」 ，聚焦在全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強化自身優勢、發掘
新增長點；把握國家、國際雙機遇，搭上
國家發展快車三個方面。今年是國家開啟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重要年份，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
多次指出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為香
港發展指路引航。

李家超特首為籌備好這份施政報告，
展開長達3個月的公眾諮詢，率領特區政府
高層官員，出席超過40場諮詢會，並走訪
社區、探訪居民，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
在公眾諮詢的過程中，社會各界亦踴躍表
達意見，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面對
的具體問題為基礎，理性分析，就香港的

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確實可行的見解、意
見和建議，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引領香港改
革，突破發展的瓶頸，彌補短板不足，鞏
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的角色，並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

筆者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揮雙
重積極作用，積極參政議政，全力配合特
區政府秉持改革開放路線，背靠祖國，立
足香港，聯動世界，以實際行動積極推動
國家建設。

務實解決問題獲市民認同
當前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正面對一些

困難和挑戰，國際局勢複雜多變。施政
報告以問題為導向，務實解決香港面對
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善作善成，得到市民
認同。

在民生問題方面，盡快解決劣質劏房，
改革基層居住條件，以改革醫療、安老，
鼓勵生育等問題；在經濟方面，支持特區
政府進一步發展維港海濱，並將香港打造
成遊艇旅遊城市，這將有助香港吸納高消

費旅客。據發展局資料顯示，目前港島海
濱長廊有10.2公里，明年或之前將多開放
2.8公里；九龍區目前有9.8公里，2028年
或之前會開放多6公里；荃灣及葵青一帶亦
有5.5公里海濱長廊。如果將海濱長廊打通，
屆時香港將擁有34公里的海濱長廊，讓市
民、旅客在不同地點欣賞維港美景，啟德
體育園鄰近延伸的海濱亦可打造成美食海
灣。

筆者支持發展全新的遊艇旅遊經濟，
這是休閒娛樂與水上活動的另一個延伸的
體驗，有關的活動近年在海外甚為流行。
將香港打造成遊艇旅遊城市，將會提高香
港對高消費人士的吸引力並引來更多客流，
提升香港旅遊業的硬實力。

此外，要關注新興產業、未來產業，
在鞏固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要在創新科
技上有所作為。現時數字貨幣、虛擬貨幣、
加密貨幣等領域發展迅速，而香港在這方
面的管理則顯得相對滯後，有的法律已經
不適合新形勢，因此香港需要與時俱進，
不能走在國際法律的後端，應該具前瞻性
地就管理虛擬貨幣、電子錢、加密貨幣立

法，為這些行業未來爆發性的發展做好鋪
墊，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
創新者勝。」 香港要極穩妥地推進改革，
以改革實現更好發展，以發展展現更大作
為。

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國家和香港未來的
發展至關重要，《決定》提出多項重要改
革措施，明確支持香港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
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
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三個
中心、一個高地」 是香港未來必須做好的
文章。

創科發展已步入新時期
科技和新質生產力的共通點是創新，

香港可以聯動內地一些科技強省，例如安
徽省有汽車、量子科技、語音科技等。香
港展現 「內通外聯」 這一獨特優勢，着力
拓展國內廣闊市場，同時充分發揮 「超級
聯絡人」 功能，助推內地對外開放，開展

外貿投資合作。推動 「科技＋新質生產
力」 ，是香港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的精
準投放、務實之舉。香港作為國家推動科
技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在基礎研究、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匯聚全球高端人才等
多方面有所作為，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
力源的作用。

昨日，寧德時代香港研究院正式揭牌，
這是繼內地和德國之後，寧德時代在全球
第六個研發中心，將聚焦多個優勢科技領
域，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等。
研究院未來將會啟動75個研發項目，招聘
超過200位科研人員，同時也將與本地大學
合作進行策略規劃，促進產學研深度合作，
為香港培育創科人才。

事實上，過去兩年來，香港成功引進
超過100家有潛力和具代表性的重點創科企
業落戶或擴充業務，這可以說是香港創科
發展的播種期。如今，這些企業陸續開業
或開始拓展業務，象徵着香港創科發展已
經開始步入新時期。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
盟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10月10日，賴清德
首度以台灣地區領導人的
身份發表 「雙十」 講話，

其間不斷重複了5月20日就職講話提到的中
國大陸與台灣 「互不隸屬」 ，並稱 「國家
主權不容侵犯併吞」 等荒謬的實質 「台獨」
言論。有關言論引發了島內外熱愛和平人
士的激烈反對。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
更質疑賴清德的說法，將把台灣2300萬人
帶向險境。

賴氏 「販獨」 ，借 「雙十」 舞台來反
中抗中，破壞兩岸和平的九二共識，分裂
乃至對立兩岸人民的民族認同和家國情懷，
無疑是一場對祖國大陸、不自量力的再次
挑釁。

首先，眾所周知， 「雙十」 的出現是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因武昌起義的發動日
為1911年10月10日。它更是為了紀念中國
人民推翻清政府的封建帝制統治，實現走
向民主和共和的開端。賴氏在 「雙十」 宣
揚 「台獨」 ，出賣祖國，傷害中華民族的
情感，是對革命先驅和追求反帝反封建先
人的背叛。

蓄意割裂兩岸歷史連接
其次，賴氏發言充滿着弔詭可笑的話

術，借用文字遊戲來偷樑換柱，用 「台灣」
字眼取代 「國家」 ，例如強調 「無論喜歡
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是 『中華民國』 、
是台灣、還是 『中華民國台灣』 」 ，並處
處以 「國人」 字眼來傳遞一個 「獨立台灣
國」 人民的暗黑思想。

中央台辦發言人為此特別指出，賴清
德的說法是 「偷換概念、混淆是非，企圖
通過突出兩岸政治分歧，蓄意割裂兩岸歷
史連接」 。尤其是，在賴氏的 「中華民國
史」 的敘述之中，他始終無法將孫中山在
1912年創建 「中華民國」 到1949年國民黨
戰敗退守台灣的歷史進行直接的連接，甚
至只能借用所謂的古寧頭、八二三戰役為
「中華民國」 借屍還魂。

更為荒謬的是，他竟然大言不慚、數
典忘祖地高呼， 「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
可能成為台灣地區人民的祖國」 ， 「反倒
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
上民眾的祖國」 。賴氏的 「新兩國論」 早
已撕掉了他偽善的外衣和標籤，從 「520」
講話到5月30日《時代》周刊專訪、6月16

日黃埔軍校建校百年講話，再到8月23日紀
念金門炮戰66周年的講話，他處處打着 「和
平」 、 「民主」 的旗號，與國際反華勢力
沆瀣一氣，挾洋謀 「獨」 。

統一是必然分裂將必亡
10月14日，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於周

一清晨舉行 「聯合利劍-2024B」 演習，範
圍涵蓋台灣全島。是次演習是對以賴氏為
頭目的 「台獨」 分子最為直接和激烈的一
次警示。正所謂 「挑釁越甚，勒得越緊」 ，
是次演習將台灣本島、馬祖列島、東引島、
烏丘嶼進行了分割包圍，大有將 「台獨」
分裂勢力喻為 「甕中之鱉」 之意。其次，
「聯合利劍-2024B」 演習是首次開展要港
要域封控演習，指向分別對應基隆、台北、

台中、高雄、台東、花蓮。其三，是次演
習更是一次全疆域全方位快速機動聯合作
戰演習。

可以說，是次演習就是傳遞給那些不
斷挑釁國家統一紅線的 「台獨」 小丑和分
裂勢力一個清楚的信號，祖國大陸不僅有
「分割封鎖台島、精準打擊 『台獨』 分裂
勢力、奪控戰場綜合控制權的能力」 ，甚
至可以做到對 「台獨」 分裂勢力的 「甕中
捉鱉」 、 「定點清除」 ，解放軍可以隨時
解放台灣。

賴氏以 「新兩國論」 、 「祖國論」 數
次挑釁祖國統一的底線，不斷傷害中華民
族的家國情感，分裂勢力越是叫囂，民族
統一的進程就越是加快。統一是必然，分
裂將必亡。 資深評論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成立70周年大會、慶祝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
話，充分肯定人大政協的工作和政治優
勢、政治價值。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舉
辦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座
談會，學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在會上
指出：要深刻把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
人民政協制度的優越性；要深刻把握香
港特區在國家制度體系下的角色和責任；
要深刻把握新時代新征程港區代表委員
的職責和使命。

這 「三個深刻把握」 ，對於我們深
入理解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具有
重要啟示意義。在國家和香港進入新一
輪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下，港區
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更要發揮好 「雙重
積極作用」 ，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扣
緊三中全會精神，發揮香港在國家擴大
高水平對外開放進程中的優勢和角色，
推動香港發展；二是發展壯大愛國愛港
力量，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做好人
心回歸工作；三是工商界作為推動香港
發展的中堅力量，應繼續弘揚愛國愛港
愛鄉的優良傳統，為國家和香港發展貢
獻更多力量。

助力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全國人大和

全國政協不但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更肩
負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的身份既是榮譽，亦是一份沉甸甸
的政治責任，既要積極為國家發展建言
獻策，參與履職，亦要秉持愛國愛港的
光榮傳統，廣泛聯繫各界，積極在香港
社會發聲，激濁揚清，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
不走樣，責任重大。

鄭雁雄主任的講話，不僅強調了
習主席重要講話立意高遠、思想深邃、
催人奮進，把我們對國家根本政治制度
和重要基本政治制度的規律性認識提升
到嶄新高度，而且指出學習貫徹好
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是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
委員的共同政治責任，要以習近平主席
重要講話精神為引領，當好 「四個表
率」 ：一是當好堅決捍衛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的表率；二是當好參與和貢獻
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表率；三是當好
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的表率；四是當好堅定踐行全過程人
民民主的表率。這 「四個表率」 指出了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使命擔當和
工作方向及要求。

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不僅規劃
了國家現代化的宏偉藍圖，而且為香港
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重要指引。《決
定》更突顯了香港在國家擴大高水準對
外開放進程當中角色關鍵，任務吃重。
本人認為，港區代表委員既是參與國
家決策的重要群體，亦是愛國愛港隊伍
的骨幹力量，當前正是國家進一步深化
改革開放，也是香港進入由治及興關鍵
階段的重要時刻，更需要積極擔當，主
動作為，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當好參與和貢獻國家新一輪改
革開放的表率，扣緊三中全會精神，發
揮香港優勢，助力國家擴大高水準對外
開放。《決定》提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
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表明中
國將不斷深化與國際的經貿聯繫。香港
是國家最國際化、最開放的城市，在國
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肩負重要
角色，特別是作為國家 「外循環」 的支
點。香港完全有條件打造成國家 「外循
環」 的跨境物流中心、 「雙循環」 產業
互聯網交流平台，助力國家聯通國內和
國際資源。特區政府需要作出全面規劃，
各界也應該發揮自身網絡，配合特區政

府招商引資工作。
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也

是受益者，各界應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
香港在國家高水平開放大格局中的戰略
定位，代表委員應發揮各自網絡，向社
會各界以及國際社會講好三中全會精神，
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

二是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大力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方面應該加
強扶持愛國愛港社團的發展。香港是一
個社團社會，社團一直以來在慈善公益、
社區治理、地區發展、社會和諧等方面
發揮重要作用，在新時代之下更應該大
力扶持壯大；另一方面做好青年工作，
加強對青年的幫扶和關心。

為青年多搭台搭梯搭橋
中央一直關心香港青年的成長和發

展，近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亦為香
港青年開拓了巨大發展空間。青年是香
港的未來，我們要為青年多搭台、多搭
梯、多搭橋，協助青年人抓緊粵港澳大
灣區的龐大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同時，也要支持更多愛國愛港的青
年才俊加入特區政府，讓愛國愛港事業
薪火相傳。

三是工商界作為香港發展的中堅力
量，應繼續弘揚香港企業家愛國愛港愛
鄉的優良傳統，主動擔當，為國家全面
深化改革貢獻力量。習近平主席早前回
信勉勵祖籍寧波的香港企業家，肯定他
們傳承先輩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為家
鄉建設和國家發展貢獻力量，用實際行
動詮釋了薪火相傳的愛國心、桑梓情。
在當年的改革開放中，香港企業家都是
親歷者、參與者、受益者。在國家進一
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征程上，香港工商界
更應以勇立潮頭，敢為天下先的氣魄，
為國家、為香港、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
作出新貢獻。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
月訪京，與中央港澳辦
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會面，回港後即公開
講述其改革理念，強調改革必須
「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簡單
而言是要弄清 「哪些需要改」 、
「如何改」 ，以及在推行改革時
如何把握好分寸。新一份施政報
告將於今日發表，主題正是 「齊
改革、同發展、惠民生、建未
來」 。市民都期望，在穩定的政
治局面下，特區政府可以將長期
困擾香港的社會問題逐一解決。

特區政府改革方向獲肯定
改革，是中央對特區政府的

期望。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香港要把握機遇、積
極求變，才能保持競爭力。夏主任
在上月會見李家超時，除對特首
本人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充分
肯定外，更特別提到，特區管治
團隊 「敢於擔當、善作善成」 ，
全力拚經濟、謀發展，大力 「搶
企業、搶人才」 之外，亦努力解
決民生痛點難點，着力加強國際
交往合作，以 「鮮明的改革理
念」 和實實在在的改革舉措，一
件事一件事地抓，有力推動特區
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展現新氣
象。

整個社會齊 「識變、應變、
求變」

夏主任說得很清楚，為 「大
踏步趕上時代」 ，香港要 「識
變、應變、求變」 ，以謀發展、
尋突破。特區政府作為香港施政
第一責任人，固然肩負 「團結帶
領」 各界推進各領域改革的責
任，但夏主任亦明言，香港社會
各界，特別是工商界和企業家，
在改革過程中也必須有更大作
為。整個社會都應該要團結一心
抓機遇，拚經濟、搞建設、謀發
展。

香港需要改革的範疇，既深
且廣，絕對並非特區政府可以以
一己之力完成。既然改革是社會

必須共同承擔的任務，
那麼作為領導者的特區
政府，未來又會如何帶

領香港社會走好改革之路呢？對
此，李家超早前論述其改革理念
時便指出，改革必須 「因地制
宜、因時制宜」 ，亦即要判斷什
麼改革需要由零開始建起；什麼
改革是要破瓶頸、補短板、除障
礙；什麼改革是要固本培元；什
麼改革是要鞏固和提升。改革時
亦要注意系統觀念，把握好當前
和長遠、全局和局部、宏觀和微
觀的關係。

李家超的意思非常清楚：改
革不是為改而改，不能破壞原來
成功的基因元素。香港的改革並
非將一切推倒重來，而是要全面
審視自身強項和短板，沒有做或
做得不夠好的便急起直追，即使
要投入大量心力，由零開始亦在
所不計。相反，對於香港自身擁
有的強項，則要固本培元、鞏固
和提升，發揮最大優勢。香港改
革不是顛覆，而是發現問題和解
決問題，來一場真正的刮骨療
毒，理順深層次矛盾。

主動作為找出須改革範疇
現屆政府上任以來，一直充

分展現其迎難而上、敢於擔當的
精神。社會看到政府 「搶企業、
搶人才」 的努力和成績，同時亦
已看到政府在解決房屋問題、縮
短輪候公屋時間上的積極作為。
筆者期望行政長官在新一份施政
報告中，可以秉承特區政府積極
有為的處事方式，交代政府會如
何在鞏固及提升香港既有優勢的
同時，將需要改革的地方逐一找
出，積極開拓新的發展領域。

改革，是為了追上時代
步伐；改革，是為了更好地發揮
「一國兩制」 優勢，以自身所長
貢獻國家所需。香港擁有得天獨
厚的 「一國兩制」 優勢，只要能
積極改革，香港定可充分把握當
前機遇，讓市民可以分享到發展
紅利。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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