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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通過並實施後，
類似「支聯會」這樣的組織走
向窮途末路是必然的。

「支聯會」從成立開始就與
反華勢力勾連密切，所謂「黃
雀計劃」如果沒有境外反華勢
力支持是無法實施的。回歸之
後，「支聯會」更是在外部勢
力支持下，秘密獲得資助，妄
圖以香港為基地，影響內地，
將反華反共思想倒灌內地。

現在香港國安法來臨，「支
聯會」這樣的「外國代理人」
慌了，於是一方面矢口否認指
控，再來個倒打一耙；另一方
面拒提供相關資料，就怕警方
查出證據。「支聯會」的所作
所為，恰恰印證了什麼叫「此
地無銀三百両」。

「支聯會」長期反中亂港、
勾結外部勢力顯而易見，只是
將頭埋進沙子裏，以為蒙起眼
睛、捂住耳朵，別人就看不見
了，殊不知它高高撅起的屁股
上已經寫明四個大字「反中亂
港」。組織的會員團體由大量
反中、反共、亂港、「港獨」
團體組成，儘管其中有許多殭
屍團體，但「支聯會」從不清
理，意圖就是自抬身價，讓外

國爸爸認為它是
香港反中勢力的
「吹雞人」；
「支聯會」的領
導層與各路反華
勢力有密切聯
繫，請求外國政府制裁中國，
到國際場合唱衰國家、詆毀國
家的事沒少做，與反華勢力一
唱一和的事更沒少做；從它組
織和參與的活動看，無不與反
中、反共相關，甚至在國安法
實施後，也不收斂。

眼看眾多團體紛紛跳下這艘破
船，一眾反中亂港頭目紛紛落
網，「支聯會」才意識到大限將
至，外國爸爸離自己太遠，也
管不了那麼多。看看美國人離
開阿富汗那麼利落，估計「支
聯會」也是目瞪口呆，當代理
人沒有利用價值時，外國勢力
就跟扔抹布一樣拋棄他們。

現在警方以香港國安法對「支
聯會」進行徹查，對不遵循國安法
提交資料的成員採取執法行動，
「支聯會」挾洋自重已成過去式。
他們慣用的種種手段已經不管用
了，市民不吃他們那一套，該壽
終正寢了。歷史的垃圾堆是「支
聯會」唯一該去的地方！

用好前海平台 貢獻國家所需
國家關懷香港，持續支持香港發展、促進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剛公布的「前海改革開放方

案」，是「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助港乘

勢而上開闢更廣闊舞台、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的重大戰略部署。如何用好前海平台、加強灣區

合作、貢獻國家所需，是對管治者落實「愛國者

治港」的重大挑戰，也是管治思維全面創新的契

機。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各選委重任在肩、使命當前。香港由亂及治、
由治而興，社福界需正本清源、重新出發，為特
區政府解決基層民生問題建言獻策。

指明香港發展路向
中央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

大力支持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派中央宣講團來
港講解「十四五」規劃，並陸續推出了一系列
惠港措施，如「藥械通」、支持香港中醫中藥
發展等，而新公布的「前海改革開放方案」，
更是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方向、點出重點，為
港人尤其港青搭好了融入國家、貢獻所需的寬
廣舞台。

「前海改革開放方案」在國家開啟更大開
放、更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出台，清晰給出

香港在國家大開放、大改革中的角色與重任，
既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指引道路，也為港人進
入國家體制鋪路，並為香港解決深層次社會民
生問題開闢了新路徑。按國家部署，香港擅長的
服務業將可在前海獲得龐大發展空間；香港在人
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綠色金融標準制定
等方面，也可借前海平台先行先試、服務國家建
設需要；國家又支持香港在前海開展大宗商品現
貨交易，與上海的黃金、原油等期貨交易所一
起，擴大「中國價格」影響力等。

香港發展要與「前海改革開放方案」、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國家「十四五」規劃全面
對接、大膽創新、主動作為，這是新選制下管
治者面臨的大挑戰，也是我們貢獻國家、不負
時代的大使命，選委要勇擔重任、履職盡責、

不負重託。

加強灣區交流互動
「前海改革開放方案」為港人尤其港青任職

內地法定機構、探索社會治理新路提供舞台，
為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如房屋、教育、養老
等，打開新的天地。

本港社福界過往受泛政治化影響，亦有偏離
專業問題，需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後，社福界選委要廣泛團結本
港社福力量，凝聚服務基層、傳達民意、扶助
弱勢社群等共識，促進政府與民間合作、促進
社福發展，尤其在對接國家社福事業發展、與
灣區內地城市加強社福交流合作上邁出大步、
取得成效。

香港義工聯盟作為團結凝聚社會各界義工團
體的大平台，現有43個義工團體、800支義工
隊伍、10萬名義工，以「團結、互助、承擔、
共贏」理念，「以生命影響生命」、服務逾280
萬名灣區內各城基層市民。香港義工聯盟將加
強粵港澳三地義工組織的交流合作、融入國家
義工組織大家庭；三地可合作共同開展服務大
灣區的社會公益活動，進行形式多樣的義工服
務經驗分享，並可考慮派出香港義工嘉許活動
評選中的優秀義工到灣區內地城市服務，更好
融入國家大局。

國家始終愛惜香港、重視香港作用價值，而
愛國治港者掌握國家戰略大局、用好前海改革
開放舞台，正是全面對接國家所需、為市民謀
取福祉、獲得美好未來需邁好的第一步。

日前《人民日報香港》facebook發表
帖文，以「前程似錦，海闊天空」為主
題、「從一片灘塗，到世人矚目」為副
題，與讀者回顧前海變遷，帶出中央近
日發布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並表示「乘
勢而上，奮楫擊水，香港一定會重綻東
方之珠的獨特魅力」。

這令筆者想起習近平主席曾引用唐
代詩人李白的兩句詩：「長風破浪會
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表達對實
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堅定信念。近年國家的戰略發展
或大型規劃，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十四五」規劃、航天科技教育
及事業發展、「橫琴方案」、以至
「前海方案」等，都是國家實現「中
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在這些
發展中為香港預留席位，既反映國家
對香港的重視和關顧，也說明「中國

夢」是包括香港在內所有中國人民共
同奮鬥實現的目標。

那麼，香港要如何做到「長風破浪會
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呢？香港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早前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
時，曾寄語香港：「不進則退，慢進也
是退。唯有做好今天，才能贏得明
天。」筆者認為，駱主任的寄語，在描
述把握時機的速度、節奏和方法等方
面，正好與「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
帆濟滄海」和「乘勢而上，奮楫擊水」
互相呼應，正正是香港今後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重要信條。

以今次「前海方案」為例，中央在規
模上由原來14.92平方公里，大幅擴展8
倍，至120.56平方公里，接近港島和九
龍127.67平方公里的面積總和；加上有
關配套會相應增加，可以說，整個
「餅」將會越做越大。以香港目前在前
海有 11,500 間註冊港資企業、以及

1.28億元註冊資本的基礎
來看，是有一定優勢可以
做得更好，但不進則退，
誰可保證？尤其是在「前海方案」規模
大幅擴展後，香港如何有效把握這龐大
機遇？

在國際新形勢和香港新政局下，對香
港經濟和未來發展來說，其中一項最明
確的事實，就是香港必須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才有出路。全球發展的最大機遇在
中國，香港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今
天特區政府也好、相關業界也好、普羅
市民也好，應撫心自問：我們準備好了
嗎？如果連「雲帆」都未準備好，就算
「長風破浪會有時」，香港也難以「贏
得明天」。筆者期望，香港社會能團結
一心、實事求是，善用「一國兩制」優
勢，務實探索切實可行的方法，加速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莫辜負國家對香港的
重視和關顧。

前海機遇 香港準備好了嗎？
柯創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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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元石 港區江蘇省政協委員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全球最大的發展機遇在中
國，香港最大的發展機遇在內
地，中央宣講團高規格來港宣
講「十四五」規劃，向香港釋
放清晰信號。從現在到將來，
從香港到內地，香港旅業的發
展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所
言：「不進則退，慢進也是
退」，旅業亟需融入國家內循
環、轉型升級。

中央政府推出香港國安法和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重回
正軌，本港旅遊界要把握好機
遇，遠離無休止的政治爭拗，
集中精力，發揮香港優勢，才
能讓本港旅遊業看到曙光，與
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對於旅遊業來說，國際航空
樞紐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的新定位，值得期待。大灣區
的航空業務高速發展，香港國
際機場如何和區內的機場加強
合作，避免資源重疊是一項嚴
峻挑戰。在今次的宣講會後，
筆者與航空業界交流，認為國
際樞紐的地位是中央對香港機
場的高度肯定；宣講會又提
到，粵港澳三地空管協同合作
機制將會建立，筆者期待中央
往後會有更多具體政策，明確
香港國際機場的分工和定位，
促進香港航空業的發展。

在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方
面，歷經百年打磨，中西文化
在香港匯聚，酒店飲食等發展
成熟，香港已成為中外文化交

流、多層次文明
對 話 的 極 佳 窗
口。旅遊是文化
最軟性的載體，
能將中華文化帶
到國際，亦能將海外文化帶
給國家。近年來，特區政府
大力投資文化基建，M+博物
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
相繼落成，加之西九高鐵總
站、港珠澳大橋等交通配
套，推動文化旅遊，開展多
層次對外交流的商機不斷，
為本港入境遊、本地遊、酒
店業帶來新機遇，亦能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更能助力國家
提高文化軟實力，優勢疊加、
雙生共贏。

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
報告顯示：未來5年，國家有
望形成年均百億旅遊人次和10
萬億消費規模的國內遊大市
場。從對接「十四五」規劃出
發，政府和業界都應做好充足
準備，乘勢而上、順勢而為，
短期內，積極部署通關，以融
入國家的內循環和雙循環為起
點；中長期，利用科技助力，
實現旅業轉型升級，培訓熟悉
數字化發展、定製化旅遊的專
業人才，提升旅業裝備水平，
推進標準化、特色化旅遊服
務，從而更好地融入國家現代
旅遊業體系，以「旅遊+」、
智慧旅遊為契機，開啟旅業復
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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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柏良 香港中國旅行社副董事長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副理事長

本月19日將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進
入倒數階段，各候選人熱烈提出有益香
港發展的政綱，積極推動「一國兩制」
事業，展現良性競爭的社會氛圍。過
去，青年意見在選委會中佔比不高，香
港青年是一個龐大卻未受到足夠重視的
社群。今次選委會選舉，是中央主導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全國青
聯香港委員已納入選委會新增的有關全
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青年聲
音得以彰顯。新構成的選委會如何進一
步協助香港青年更好發展，社會各界寄
予厚望、令人期待。

過去在極端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香
港青年的愛國教育長期缺位，解惑工作
長期滯後。今天的香港，已經實現由亂
及治的重大轉折，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青年工作在良政善治的社會環境下，可
以擺脫政治化束縛，開展務實有為的青
年發展目標，更好推動年輕人未來踏上
人生新台階。選委會負責選舉行政長
官、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
選委應該推動香港青年工作進一步發
展，不僅要用好手中一票，落實「愛國
者治港」根本原則，確保選出德才兼
備、有治理能力的愛國者管治團隊，推
動香港長治久安，而且在考慮提名和投
票時，兼顧國家角度，表達香港青年內
地發展的困難和需要，推動參選人、候
選人重視青年意見，助香港青年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央日前公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是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
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
平、構建對外開放新格
局的重要舉措。在打造前海合作區的
新進程中，將以深港青年夢工場、青
創生態谷等為載體，深入實施「前海
港澳青年招聘計劃」，為香港青年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新機遇、新平
台。積極推動香港社會進一步把握中
央新發展理念要求，凝聚廣泛共識、
助力香港青年抓準國家機遇、發揮優
勢，是選委會委員的使命要求。即將
誕生的新一屆選委會，在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上發揮重要作用，帶
動香港青年做真正的愛國者，在國家
廣闊舞台上展現獨特才華，在「一國
兩制」偉大事業中作出獨特貢獻。

選委要力促港青融入國家
姚鵬輝 全國青聯香港委員 香港統促總會青年委員會聯席主席

近日，國務院發布前海合作區擴區擴
容，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中央
多項重大戰略措施令人興奮，市民都期
望特區政府能帶領各界積極把握國家
「十四五」規劃新機遇，發揮「一國兩
制 」優勢，與內地抗疫機制對接、盡
快通關，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盡快讓本港振興疫後經濟，推動落
實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

香港要真正做到持續的、廣泛的經濟
復甦，盡快恢復兩地正常的經濟、人流
交往十分關鍵，特區政府需與內地有關
部門，商討恢復正常「通關」的詳盡安
排、做好防疫機制的全面對接。

首先，特區政府需要增強內地對香港
「嚴防輸入」的信心，完善目前防疫檢
疫機制，內地才會放心與香港通關。

其次，特區政府必須進一步提高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率。在變種病毒肆虐下，
有專家建議接種率必須達到80%或以
上，才可達至群體免疫。因此，政府需
做更多宣傳工作，再加重接種誘因，例
如「通關」需要、學生上面授課堂需
要、出入特定場所需要等，令更多市民
可以盡快接種疫苗，短期內再大幅提高
接種率。

第三，特區政府應將已擱置一年的
「港版健康碼」，盡快推出讓市民下
載。新冠病毒不斷出現變種，抗疫行
動也不能原地踏步，要及時檢討和升
級，確保現行措施的成效。目前港府
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合乎特區
民情。但面對需要往來內地和澳門的
市民，這程式就未能達到內地的要
求。特區政府要考慮再推出「安心出
行加強版」，功能上要和內地的「健

康 碼 」 和 「 澳 門 健 康
碼」達到同一水平，至
少能與廣東省及澳門健
康記錄系統互認。內地抗疫的成功，
除了實施嚴格的封閉式管理外，應歸
於「健康碼」這款有定位追蹤功能的
程序發揮及時精準的資訊之功。港府
應該為有迫切通關需要的巿民，提供
多一個「安心出行加強版」的選擇，
為有需要的港人提供便利。當香港
「健康碼」與內地成功對接，可為香
港與內地通關創造更好條件。

「通關」是香港巿民的人心所向，
香港僑界願與香港各界通力協作，共
同推進香港與內地抗疫機制對接、盡
快恢復兩地通關，從而加快香港經濟
復甦，回復兩地欣欣向榮的經貿文化
人情往來。

對接抗疫機制有利早日通關
黃楚基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僑聯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