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灣區潛力大有特殊性
兩地最大障礙為「互不知道」籲各界設辦握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處處，

民建聯昨日舉辦「大灣區發展

策略創見」圓桌會議。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會議上表

示，大灣區是在「一國之內、

兩制之間」，潛力很大，亦有

其特殊性。灣區之內，香港與

內地各城市尋求合作機遇時，

遇到最大的障礙在於互相「不

知道」，雙方對彼此的政策和

具體優勢都不夠清楚，呼籲本

港社會各界集中力量，多做扎

實的調查研究和實地考察，盡

量在內地設立辦事處宣傳香

港，把握發展機遇。

本 港 新 聞A12 ●責任編輯：常 樂

20212021年年77月月101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

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劉國勳昨日在「大灣區發展策略創
見」圓桌會議上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快步伐
將新界北建設成香港的新中心甚至於大灣區
中心。他直言，以往進行區域建設規劃，單
是研究階段便耗時約5年，現階段如要追上
「國家速度」，可採用專責小組機制快速通
過部分政策，並建議特區政府加強交通基
建，接駁香港與深圳的鐵路網。

港關口發展明顯不足
劉國勳表示，新界北區域內共有7個關

口，相比深圳而言，香港對關口的發展明顯
不足，「深圳的每個關口發展都是一個機
遇，深圳灣、福田、皇崗等，全部關口附近
都有經濟區，香港這邊卻好像一片荒蕪。」
他認為，新界北在聯通香港與大灣區內地
城市上有天然地理優勢，未來應成為香港的
新中心，乃至大灣區中心。為促進這一趨
勢，特區政府應考慮將部分機構搬遷到新界
北，香港各高等學府亦可考慮遷至新界北。
劉國勳直言，過往政府做區域開發時，研
究時間過長，「例如落馬洲一帶，初步研究
便需時36個月，之後還要逾20個月的詳細
研究，單是研究便花上5年，建設可能需時
10年，這個速度比起大灣區平均速度要慢好
多，以前我們經常說『香港速度』，現在都
是講『深圳速度』、『國家速度』，是時候
做些調整。」

促加強交通基建接駁鐵路網
他建議特區政府採用專責小組機制，部署

新界北發展，以便快速通過部分政策，並建
議特區政府加強交通基建，例如洪水橋一帶
鐵路可與深圳前海鐵路接通，並隨着皇崗未
來實施「一地兩檢」，更多香港鐵路網都可
與深圳鐵路線接軌。

民建聯昨日舉行「大灣區發展策略
創見」圓桌會議，多名關注大灣

區事務的民建聯成員和政界人士出席，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全國港澳研究
會大灣區研究組成員封小雲則以視像形
式遠程參與。

李慧琼：港應加強和內地聯通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會議上致辭時表
示，大灣區是國家重點戰略，香港應在
金融、創科、航運和國際仲裁等領域發
揮優勢，加強和內地互聯互通，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戰略。
她引述習近平總書記早前的重要講話
表示，目前是百年一遇的大變局。新冠
疫情和中美角力都令世界發展增加不確
定性，特區政府應協助本港專業界別、
商界和年輕人把握大灣區機遇。
她說，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
已完成由亂到治的轉變，但要解決社會
深層次矛盾仍有許多機遇和挑戰，需要
各界一同探討和配合。
梁振英在會上發言時表示，香港與內
地大灣區城市尋求合作機遇時，遇到最
大的障礙在於互相「不知道」，「香港

方面不知道廣東省9個大灣區城市的具
體政策與規劃是什麼，很多內地城市對
香港能做到什麼也不清楚。有些人只流
於表面地知曉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
對香港能發揮哪些優勢並不了解。」
他說，香港金融發展局成立至今近9

年，曾做過逾70份詳細報告，分析香
港在國際金融產業發展的新機遇，但未
在內地打開足夠知名度，「我哋要sell
（宣傳）香港，仲要call（聯絡）客，
家就係sell得唔夠。」
梁振英認為，香港的商會、專業團體
等資金充裕、實力龐大，民建聯更是有心
有力，建議各團體盡量在內地設立辦事

點，進行扎實的調查研究和實地考察，同
時讓大灣區的內地居民知道香港的實力及
長處，將報告交回香港後，可展開深度合
作，「不只是睇報紙，仲要去見人，我哋
喺現場要有人，這點好重要。」

洪為民冀促進兩地雙向流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
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在發言時將香港
年輕人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金融及配套
服務的專業精英，他們本已生活優越，
有大灣區政策後，將收穫更大市場；第
二類是理工科出身的年輕人，亦屬於大
灣區受惠者，在灣區政策下，他們可以

去內地華為、中興等知名企業工作，亦
可選擇創業；第三類是文社科出身或未
讀大學的年輕人，相對內地的同類型青
年，他們不具備競爭優勢，融入大灣區
尋找機遇的希望較渺茫。
他直言，未必人人都適合融入灣區發

展，香港本地也需要人力資源發展自身產
業，服務本地居民，「大灣區能成為解決
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的助力，但最終還是
要靠香港自己解決，不宜假手於人。」
洪為民希望大灣區出台更多促進人員

雙向流動的措施，這樣既可方便港人到
灣區的內地城市工作生活，亦方便內地
高端人才來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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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舉辦「大灣區發展策略創見」圓桌會議。梁振英在會議上表示，大灣區是在「一國之內、兩制之間」，潛力很
大，亦有其特殊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我們的國歌」國民教育連串活動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我們

的國歌」國民教育活動將於本月下旬展
開，內容包括：全港幼稚園「我們的國
歌」親子填色比賽、全港小學「我們的
國歌」親子漫畫創作比賽、「我們的國
歌」親子漫畫創作或填色至 LIKE 大獎
網上選舉、「國歌。國情」社區宣傳
站。主辦單位預計接觸人數可達60萬
人次。

認識國歌增民族認同感
「我們的國歌」國民教育活動由愛國
護港團結力量、九龍東區各界聯會、香
港廣西南寧市同鄉聯誼會、雲浮同鄉總
會、紅磡居民服務協會、藝慧芸集、龍
騰志青聯合主辦。
活動總監、「愛國護港團結力量」召
集人張永松表示，今年是該組織繼去年
主辦「嫦娥傳奇全港幼稚園親子填色比
賽」後，第二年主辦以青幼兒童及新一
代家庭為主要對象的國民教育活動，今
年以「我們的國歌」為主題，目的是引

導參加者，由認識國歌的誕生歷程中，
了解國家近代歷史及發展，從而增強巿
民的民族認同感。今年適逢百年黨慶，
以「我們的國歌」為活動主題，更具時

代的意義。
大會榮譽主席袁武表示，推動國民教

育需要社會各界同心協力，才能事半功
倍。他十分高興見到今次活動，除教育界

外，商界、地區及青年團體，以至一些內
地組織都支持參與這項「愛心國民」工
程。他相信眾志成城就可以發揮正能量，
喚醒年輕一代，重拾香港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量子計算被視為決定未來的技術，香港
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新設立的量子科技研究中心，
近日引入本港首台用於教學用途的商用量子計算機，它採
用核磁共振原理，運力為兩比特，可實體向同學展示量子
計算背後的操作原理和方法，除了科大師生，也開放給本
港其他院校、中小學以及公眾觀摩使用。
科大量子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曾蓓是商用量子計算機的主
要設計者之一。她介紹，與谷歌、微軟等研發的超導量子
計算機所要求的極低溫環境不同，這款量子計算機於常溫
下便可以工作，且體積小、重量輕，機身只比普通電腦略
大，相信有助推廣本港量子科技的教育和人才培訓。

科大引入全港首台商用量子計算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
敬）為幫助疫情下低收入家庭
及學童，愛心全達慈善基金
昨日舉行「賀建黨百年 慶香
港回歸」愛心全達與你「童」
步運動鞋捐贈儀式。今年基
金共捐贈1萬對運動鞋予九龍
西地區及全港 11間學校的學
童。
今年活動由九龍社團聯會油

尖旺地區委員會、油尖旺社團
聯會與油尖旺區校長會合辦。
基金創會會長潘陳愛菁、執行
會長潘伯傑，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副部長王小靈、九龍城民政
事務專員蔡敏君、油尖旺民政
事務專員余健強等嘉賓，以及
各受贈學校老師與學生等出
席捐贈儀式，分享愛心與喜
悅。
今次愛心全達慈善基金共捐

出6,000多對運動鞋予油尖旺區
的基層家庭和學童，以及捐出
3,000多對運動鞋予11間學校的
學生，包括香港仔聖伯多祿天
主教小學、東涌天主教學校

等。

潘伯傑：將愛心融入社區
潘伯傑表示，疫情令不少低

收入家庭經濟陷入困難，一對
波鞋可以保護小朋友運動時的
安全，也能讓他們體會到社會
對他們的期望。運動鞋捐贈活
動自2013年以來，已經將6萬

多對童鞋送到低收入家庭的小
朋友手中，將愛心融入社區。
天主教香港教區劉超賢代表

受贈者表示，今年教區共有11
間小學獲捐贈共3,000對運動鞋
予綜援、書簿津貼全額資助的
學生，愛心全達慈善基金愛心
遍布港九新界，這項善舉值得
大力支持。

「愛心全達」萬對波鞋贈基層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
新地新閱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
貿易發展局攜手舉辦的「新地齊讀
好書」計劃，今年因新冠疫情改為
以網上形式舉行，並邀得新界青聯
發展基金會和大埔青年協會為社區
夥伴，期望將「齊讀好書」 的風
氣帶進社區，令1,500名中小學生
受惠。 「新地齊讀好書」啟動禮
日前在天際100香港觀景台舉行，
為長達45天的2021「新地齊讀好
書」活動揭開序幕，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部長葉虎，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等人
亦有出席主禮。

天際100辦啟動禮寓登高望遠
「新地齊讀好書」啟動禮特意選
在位於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
100樓天際100觀景台舉行，凸顯
閱讀可幫助青少年登高望遠。新鴻
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泓表示，今年
「新地齊讀好書」特別利用網上閱
讀平台《點讀》，令青少年於疫情
下即使足不出戶，仍可以線上形式
學習新事物，從中發掘自己的興趣
和夢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 七一』 重
要講話中指出，『 未來屬於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 』 ，為當代中
國青年指明了前進方向。」他希
望青少年抱持不斷學習的心，透
過閱讀擴闊視野及豐富內涵，在
國家發展大潮中，努力追尋自己
的夢想。
葉虎說：「國家早前向全世界

發出『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的莊嚴宣告，國家的發展需
要青年人的智慧和力量，希望香
港青少年在閱讀知識的海洋中，
不斷茁壯成長，打開眼界，打開
心窗，把握好發展機遇，將青春
的奮鬥融入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
復興之中，成就一段與國共進的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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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基泓（右三）、葉虎（右四）、陳勇（左
三）等為2021「新地齊讀好書」活動揭幕。

主辦方供圖

●「我們的國歌」國民教育活動昨日舉行啟動發布會。 主辦方供圖

●沙崙學校校長任竹嬌（左三）與潘伯傑（右二）以及義工與受贈
同學（中）拍照留念。 社團供圖

●科大物理學系教授兼量子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曾蓓和學生
演示量子計算機使用方法。 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