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3年是香港快速
發展的3年，破掣肘、強

經濟、惠民生、創新局，充分發揮優勢主動作
為，香港實現了歷史性蛻變。如果說當年的香港
被各種困難之 「繭」 嚴嚴包圍，那麼今天的香港
則已 「破繭而出」 ，迎來了發展的新氣象。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傳短片，以 「破繭成
蝶」 為題分享本屆政府上任3年來的施政理念和成
果，其中一句 「外圍環境充滿挑
戰，施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們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也不
能做安逸的停滯者」 ，展現了特
區政府迎難而上的決心，引起社
會各界的共鳴。

掃一掃有片睇

特稿

短片分下兩部分，分別題為《破繭成蝶 展翅
飛翔》、《成蝶高飛 再創高峰》，巧妙地將
「繭」 形容香港所面對的困難挑戰，以 「蝶」 形容
香港向新而生的巨大變化。

在片中，李家超和特首辦特別助理黃芷淵走進
濕地公園的蝴蝶園。黃芷淵提到，從蝴蝶聯想到
「破繭成蝶」 ，每隻蝴蝶都經歷了破繭而出的過
程，才能展翅飛翔。李家超表示， 「破繭成蝶」 很
有哲理， 「繭」 可以被視為限制、挑戰、困難，
「破繭」 就是破局、求變。就像香港每個階段的發
展都面對不同挑戰，政府必須主動 「破繭」 破局，
才可以解決市民最關心的問題，讓香港變得更美
好。

持續推動改革 主動求變展決心
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主動求變，展現了決

心，也獲得了積極成效。過去3年來，改變了政府施
政的文化，建立 「以結果為目標」 的政府。除了充
分發揮 「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建立好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機制外，政府多管齊下解決土地房

屋問題：公屋輪候時間封頂六年， 「簡約公屋」 開
始入伙；解決 「劏房」 問題的合規 「簡樸房」 有望
明年3月起進行登記；政府 「撤辣」 讓樓市穩定發
展。政府以 「精準扶貧」 凝聚資源，幫助排在隊尾
最需要幫助的人，多項措施陸續見效；政府重視勞
工權益：取消強積金 「對沖」 ，最低工資改為 「一
年一檢」 ；同本屆政府上任時相比，市民家庭收入
中位數上升超過11%。

本屆政府深化醫療改革，扭轉 「重醫病、輕預
防」 的醫療觀念，改革為 「重預防、早醫治」 ；政
府圍繞 「三中心、一高地」 大力發掘新增長點，發展
新質生產力：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融合發展；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
地；並大規模招商引才引資；推動文體旅協同發展；
以產業發展為主軸，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

李家超在短片中表示，感謝中央支持，讓香港
穩步落實多項惠港政策，並提到香港主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同時深化國際交往合作，他和司局長積
極出訪不同地方，開拓更多商機，全方位說好香港
故事。

以短片來概括施政理念和成效，已是李家超上
任以來的第三次。上任1周年主題是《高瞻遠矚》，
他與助理在太平山頂行山，提到施政要站得高、望
得遠， 「高瞻遠矚」 很重要。上任2周年主題是《乘
風破浪》，李家超與助理一起坐天星小輪，提到最
重要是有擔當地破解市民關心的問題，要 「乘風破
浪」 、勇往直前。

識變求變 寧做艱難改革者
從 「高瞻遠矚」 到 「乘風破浪」 再到 「破繭高

飛」 ，分別對應的是把握形勢、勇於作為、開創新
局。這既是李家超施政3年的高度概括，更是香港3
年發展經歷的客觀反映。事實上，如果沒有高度的
責任感、強大的管治魄力、團結的管治隊伍，香港
是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正如李家超所說，外
圍環境充滿挑戰，施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
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也不能做安逸的停滯者。我
們必須繼續努力，以市民利益為依歸，改革創新，
求變識變。相信憑着香港人的智慧和經驗，我們必
定能展翅高飛，在創新創造推動香港 「由治及

興」 ，再創新的高峰。
做艱難的 「改革者」 ，不做安逸的 「停滯

者」 ！這是對過去政府施政的回顧，也是對未來
發展發出的社會號召。 「破繭成蝶」 的重點，在
於主動 「破繭」 破局、改革求變，更在於 「成
蝶」 之後高飛。香港要做好 「內聯外通」 ，在世
界舞台上找準定位，把握好國家機遇和世界機
遇，開拓新商機和新市場，全社會都應積極作
為，創新求變。

做好「內聯外通」 把握世界機遇
香港的 「破繭成蝶」 ，是一場未完的改革。

未來的挑戰不會減少，唯有改革創新，才能立於
不敗之地。正如李家超所指出，改革發展，是為
了惠民生、建未來，只要有勇於突破的堅持和信
念，沒有什麼可以限制我們。蝴蝶的 「複眼」 同
時可以看到多個方向，就像香港既要看到挑戰，
更要看到機遇；相信破繭後的蝴蝶視野更加開
闊，就像改革求變的香港，必定能展翅高飛，綻
放新的光芒。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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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破繭成蝶」 香港「展翅飛翔」
李家超分享施政理念 強調「不做安逸停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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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開會好多時間浪費在政治爭論
上，攬炒派議員為了反對而反對，真正要解
決的民生問題反而拖慢了。」 東區區議員劉
慶揚這樣形容過往區議會的狀態。但完善地

區治理後，新一屆東區區議會成為 「實幹
派」 ，聚焦交通、民生事務、社區關懷等街
坊最關心的事，效率顯著提升，居民感受到
實實在在的變化。

區議會撥亂反正 辦實事為街坊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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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筲箕灣的陳伯一直
有個煩惱：想去西九龍坐高
鐵回鄉探親，但拖着大件行
李轉地鐵 「轉來轉去好辛
苦」 ，像陳伯這樣的訴求，
劉慶揚等區議員接到不少。
但過去的區議會，這類議題
不被重視。

新議會一上任，情況
不同了。議員們拿着數
據，從東區整體發展和居
民實際便利出發，與運輸
署、巴士公司務實溝通。 「我們不再空
談，而是用數據和實際需求說話。」 劉
慶揚表示。很快，在運輸署協調下，巴
士公司同意試辦110線巴士直達西九高
鐵站。方案在交通委員會提速提效獲得
通過。 「以前可能要吵幾個月，這次快
很多！」 劉慶揚感慨。

溝通爭取巴士線直達高鐵站
柴灣興華邨美華樓今年兩度遭遇爆

水管停水，街坊們一度發愁。 「爆水喉
消息一傳到我們辦事處，我們立刻聯絡
房屋署和水務署！」 劉慶揚回憶說。搶
修隊伍迅速到場，但修復需要時間。辦
事處馬上要求水務署派水車支援， 「署
方反應好快，水車很快就位。」 更暖心
的是，區議員辦事處和剛成立不久的關
愛隊義工們迅速動員起來。他們不僅及
時在通訊群組發布搶修進度，更 「全日
駐守」 在水車點，幫老人提水、為行動
不便的居民送水上門。這場突發危機，
成了政府與市民之間橋樑作用的最佳體
現。

新一屆區議會還有一個變化：區議
會主席由民政事務專員兼任。這個 「大
管家」 角色，在處理跨部門、跨領域難
題時優勢盡顯。劉慶揚指出，杏花邨飽
受極端天氣困擾，尤其私人地段的海堤

防護問題棘手。過去協調不易，現在民
政專員親自 「掛帥」 ，召集地區團體、
業委會、區議員和相關政府部門一起
「腦力激盪」 。 「專員坐鎮，協調資
源、打通關節的效率高很多。」 劉慶揚
表示。最終，各方成功推動私人地段防
波堤加固工程意向簽約，為提升社區整
體防災能力邁出關鍵一步。 「這是多方
共贏！」 劉慶揚強調。

社區服務的力量也在壯大。除了區
議會， 「關愛隊」 的成立填補了重要空
白。 「以前區議員想入私人屋苑做服務
不容易。現在有了關愛隊，我們就能進
入不同屋苑大廈，直接幫到基層和有需
要的街坊。」 劉慶揚解釋。如今，區議
會、關愛隊、地區 「三會」 （分區、防
火、滅罪委員會），這 「三駕馬車」 分
工協作，優勢互補，形成強大合力。

「民政幫到你！」 這句口號，隨着
「三駕馬車」 和龐大義工網絡的深入服
務，正愈來愈深入民心。東區的新變
化，正讓居民的煩心事有人管、急難事
有人幫，社區的溫度實實在在提升了。
「做實事，居民感受得到，這就是我們
新一屆區議會努力的方向。」 劉慶揚總
結道。告別了 「口水戰」 的東區，正迎
來一個更務實、更高效、更溫暖的社區
治理新篇章。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在柴灣停水期間，劉慶揚建議關愛隊及鄰里互助義
工組成員輪更，協助居民取水及送水。

地區治理新氣象 4

立法會議員李鎮強曾在2015年當選
東區區議員，他回憶起擔任區議員期間，
手裏的工作彷彿就是選區 「一畝三分地」
裏的事：如紅綠燈時長調整、巴士班次增
減等，看似細碎的民生問題，如跨區協調
可以更高效地解決。但在當年，隔壁選區
若是反對派議員，議會裏便有很多無謂的
爭吵， 「明明是惠及街坊的事，愣是卡在
無休止的爭執裏。」

李鎮強表示，完善地區治理後的區議
會上任逾一年，已完全是全新的風氣。如
今的議事桌上，少了針鋒相對，多了細緻
的民生考量。他舉例指，打風落雨時，不
再是各區的零散應對，而是多支隊伍跨區
聯合作戰，清理倒樹、疏導積水、分流車
輛，形容 「1+1大於2」 的效果實實在
在。更讓他感到開心的是，現時各區的民
政事務專員亦同時擔任區議會主席，讓處
理民生工作效率事半功倍， 「專員扎根社
區，知道街坊真正需要什麼，也能及時地
解決街坊們的問題。」

關愛隊務實 助長者申請平安鐘
關愛隊的出現亦讓治理更有溫度。李

鎮強表示，在穿街走巷的家訪中，關愛隊
成員既能宣傳政策，也能幫獨居老人申請
平安鐘，為舊屋苑檢修漏水。 「現在回應
街坊的問題效率快很多」 ，李鎮強認為，
現時這種貼心務實的服務，讓街坊們對政
府地區治理工作的認同感愈來愈強。

香港樓宇老化問題持續受到社會關
注。北角大型屋苑城市花園於2009年將
近30年的屋苑大維修期限，城市花園原
本的業主組織是屬諮詢性質的業委會，不
是有法定權力的業主立案法團，故原業委
會經歷數次人事變更，工程項目一拖再
拖。在去年李鎮強擔任了城市花園業主立
案法團主席，他直言工作內容上充滿挑
戰。因為商場、酒店、住宅等多方持份者
訴求各異，平衡各方利益如同 「走鋼

絲」 。他坦言，獲得街坊的信任是順利開
啟工作的基礎，所以他定期會有封 「給居
民的信」 ，把維修進度、遇到的難題一一
講清，同時在業主大會上掰開揉碎解釋議
題， 「讓大家眼見為實，耳聽為實，用智
慧去分辨真相。」

在擔任主席一年多時間裏，李鎮強指
前期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與各持份者溝通協
調，這項工作耗時頗長且需要耐心。不
過，在政府多部門及區議員的支持下，各
項工作正逐步推進。他並提到，法團還邀
請當區區議員擔任顧問一職，在不同範疇
提供意見並協助與屋苑居民溝通， 「可以
令持份者在大會上需要投票的時候做到一
呼百應。」 今年5月召開的業主大會上，
有關維修方案在超過90%的業主支持下
獲得通過。截至目前，已有3個至4個維
修方案順利通過， 「接下來亦將會逐個議
題進行攻克。」

「地區工作就像 『揼石仔』 ，急不
得，是一項艱辛且長遠的任務。」 李鎮強
強調，地區工作要打動人心，尤其是帶上
區議員這頂 「帽子」 後，就更要真正融入
地區生活，同時具備 「三感」 ：投入感、
代入感、付出感，他期望在未來，每位地
區治理工作者除了具備上述的 「三感」
外，就要實打實地做實事， 「當街坊讚賞
你、認同你的時候，你會從心底感受到強
烈的滿足感。」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蔡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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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表示，我們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
也不能做安逸的停滯者，展現了特區政府迎
難而上的決心，引起社會各界共鳴。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
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