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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2 時代人物

施清流施清流：：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保保「「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行穩致遠
完善選舉制度推動香港踐行良政善治完善選舉制度推動香港踐行良政善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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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通，方能人和；人和，方能俱興。」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施清流與所有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一樣，全力支持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他認為，制度不彰，必出擾攘。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將「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老百姓才能安居樂業。他還就

發揮海外華僑華人社團橋樑紐帶的作用與加強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建議。

今年兩會涉港話題——「愛國者治港」一出，便得到了社會各界的
積極回應和廣泛支持。施清流表示，從中可見疲憊不堪的香港社

會對「愛國者治港」的渴求與迫切。過去幾年，香港一直飽受社會事件
煎熬。他回憶道，2019年6月開始，「港獨」極端勢力冒起，社會中充
斥着反對政府的嘈雜聲音，極端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僅擾亂了香港
市民原本安穩有序的生活，也深深刺傷了一大批愛國愛港市民的心，長
此以往下去，香港社會只會更加分裂。

由亂及治確保「愛國者治港」
而今年兩會的涉港主題「愛國者治港」就是踐行「一國兩制」原則的

核心要義，是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的治本之策。施清流說，「香港已回歸
祖國20餘年，然而在香港特區的治理中，『愛國者治港』尚未得到充
分體現。究其根本，香港現行選舉制度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不僅成為
國家安全的隱患，更是影響香港政治穩定、經濟民生萎靡的罪魁禍首。
為今之計，只有對現有制度進行不斷完善，堵塞制度漏洞，使其符合香
港社會發展實際，確保管治權始終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才能真正推動社
會由亂及治。」
施清流分析稱，回看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由於香港選舉制度自身

糾錯能力有限以及效率低下，沒有能夠及時糾正消除區議會選舉結果產
生的負面影響，致使亂港勢力「為反而反」，言行舉止極為猖狂。由
此，「愛國者治港」成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最關鍵、最緊迫的議案，也
成為肅清反中亂港勢力的一把利刃，使口號化為堅實的制度保障。這也
是香港市民合理行使自由民主權利的重要保障，保護港人享有一個安定
和諧的社會政治環境——在投票時免於恐懼，工作生活免於動亂。

助市民盡早了解兩會精神
兩會結束後，施清流連續參加了幾場兩會精神分享會，他希望將兩會

精神盡快地分享給更多的市民，讓大眾盡早地了解相關決定。他稱，全

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全票通過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新修訂案
的通過，是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要法治保障，是推動
香港踐行良政善治、聚焦經濟民生、解決社會深層矛盾、實現長治久安
的堅實政治基礎。然而，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希望特區政府和
立法機關積極配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有關工作，盡快展開本地立法，
及時有效地依法組織和規管相關的選舉活動，推動香港民主制度循序漸
進發展；同時選賢任能，加強培養「愛國人才庫」，提升管治效能，凝
聚社會各界力量，走出政治泥淖，聚焦經濟民生，解決累積多年的深層
次矛盾，令香港可以恢復繁榮穩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施清流（左）街站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決定。

今年是建黨一百周年及「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
年。施清流表示，在這大好形勢下，引領廣大海外僑胞
參與國家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僑
務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在新中國進程的每一個關鍵時
期，都離不開廣大海外僑胞的積極參與。他希望，國家
僑聯等有關部門要充分發揮僑界獨特優勢，出台更多的
惠僑政策，構建全方位的服務平台，引領廣大僑胞僑商
做好建設國家的積極參與者，進一步發揮海外華僑華人
社團橋樑紐帶作用，積極做好知僑情、聚僑心、引僑
力、解僑困等服務工作，營造知僑、愛僑、護僑的良好
氛圍。
為此，施清流建議稱，首先要搭建僑智平台，激發

海外僑胞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熱情。全國僑聯要廣泛
宣傳惠僑政策，召開線上招商合作項目發布會，例如：
多方舉辦僑智論壇沙龍、國際交流等品牌活動，廣泛聽
取僑胞僑商的意見和建議，全方位對接海外僑商投資意
向，讓海外僑胞更為便捷參與為家鄉建設定期召開的座
談會。要認真細緻做好僑務工作，為返鄉投資的僑商解
決實際問題，了解僑胞的所盼、所憂、所急，真正為僑
胞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
另外，打造僑心工程亦是僑務工作的重中之重，應

多元化宣傳華僑文化與愛國愛鄉精神的主旋律。他說，
海外僑胞秉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流淌着中華民族
的血液，有著鮮明的中華文化烙印，這種文化烙印就是
遍布世界的中華兒女的共同精神基因。所以，要進一步
做好華僑歷史文化資源普查、規劃、保護、開發與利用
等各項工作，培養一批僑史研究人才，提高華僑文化的
研究水準。要充分發揮媒體網絡的作用，廣泛宣傳海外
華僑華人的愛國事蹟，建設一批華僑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文化走廊和歷史博物館，以滿足海外僑胞和歸僑僑
眷尋根謁祖的夙願。
同時，還需要注重引導海外華人後代，踐行老一輩

的愛國精神，擔當起新時代的傳承者。引領新生一代僑
胞抓住歷史機遇，返鄉創業參與祖國家鄉建設，逐步調
動他們當好僑界愛國思想與優良傳統的「繼承者」，當
好傳遞中國主流聲音的「傳播者」，當好推動僑團工作
的「實幹家」。凝聚廣大海外僑胞的愛心和力量，創建
一個文明和諧的僑界文化。為此，他建議設立全球華僑
華人優秀人物功勳獎，每五年評選一批積極投身於祖國
建設的傑出華人，以表彰華僑華人作出的偉大貢獻。
施清流還建議稱，應全力拓展僑力資源，引領海外

僑胞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的偉大實踐中。他表示，廣大
海外華僑華人是一支參與祖國建設的重要力量。中國改
革開放，科技創新和實現中國夢，離不開海外僑胞的積
極參與。全國僑聯和有關部門要充分發揮海外華僑華人
社團的獨特優勢，搭建引進僑資的快車道，出台更多的
惠僑投資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創
辦「華僑經濟開發區」或「青年僑胞創業孵化基地」。
出台海外僑胞僑商投資創業園的管理辦法和投資優惠政
策，積極開拓僑力資源，吸引僑商回歸創業，最大限度
凝聚僑心、匯聚僑力，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促進僑商
投資項目落地投產。進一步鼓勵和支援僑商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合作開發，激發海外僑胞僑商作
好中外友好國家發展建設的橋樑和使者，為推動「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旅居地國家的經濟建設與發展作出應
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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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施清流（右二）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首長們探望福建在港鄉親。

建議加強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近年來發生在香港的暴亂事件，無論是「佔中」
或是「反修例」其主要成員都是由年輕人組成，特
別是香港回歸後的一代。施清流認為，其中的主要
原因是香港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把控方面存
在一定的問題。
施清流分析稱，回歸後特區政府未能及時建立國
民教育體系，教育部門對教材沒有嚴格把關、統一
發行，對學校監管不嚴，對校長和教師聘任無完善
的選拔與管理機制。特別是通識教育，無規範的教
材和教學範圍、更無標準的答案。通識教育存在的
問題，嚴重危害年輕一代成長的價值觀，通識教育
成為一些別有用心人的政治工具。此外，部分教師
接受西方教育，他們不但不願去接受祖國發展的事
實，不了解國家崛起的進程，還不斷貶低自己的國
家，煽動學生反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隨之，香

港青少年亦缺乏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知。其中，不
容忽視的還有，香港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年輕
人出路少、收入低、房價高，從而缺乏幸福感，對
自己的前途普遍感到悲觀，對社會現狀充滿怨氣。
施清流建議，特區政府首先要加強教育部門的行

政管理力度，統籌教材的制訂、選編與發行，人才
培養計劃要經審核後方可執行，徹底清除殖民地教
育遺毒。首先，立即糾正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與不
正之風，要編製統一的通識教材，制定標準答案，
還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真實面貌。要將國民教育
納入教學課程，推廣普通話教學，學習中國歷史，
讓學生了解中國的百年滄桑與近代發展史，以培育
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第二，建議教育局建立
完善的學校管理機制和校長任免機制，加強師資隊
伍的建設和管理，嚴懲教師的不正之風，對缺失師

德的教師要立即清除出教師隊伍；第三，要多組織
教師學生到國內交流學習。百聞不如一見，特別是
對一些不去內地或少去內地的師生，更要讓他們去
深入了解國家的變化和發展，鼓勵學生到內地讀
書、創業，增強他們對祖國的認同感；第四，要加
強政府對宣傳媒體的管控。香港電台電視要多播放
一些愛國主義節目，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講好中國
故事，大力宣傳憲法和基本法，讓青少年正確認識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重要概念；第五，
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要未雨綢繆，物色選擇一批
港澳台青少年愛國學生，到國內讀書學習，把他們
培養成為將來管治港澳的政務精英人才；第六，特
區政府要發展好經濟、解決好民生和就業問題，為
年輕人謀出路，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和未來，將對香
港年輕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

●●兩會結束後兩會結束後，，施清流回港參加多場兩會精施清流回港參加多場兩會精
神分享會神分享會，，向閩籍鄉親宣講兩會精神向閩籍鄉親宣講兩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