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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員工與弱勢社群交流共解難題

中聯辦法律同行與「港漂」律師面對面
王松苗與法律部同事落區 囑爭做一流涉外法律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

訊，10月6日下午，香港中聯辦

秘書長王松苗與法律部同事一起

來到位於金鐘的中國法律服務

（香港）有限公司，與20餘名「港漂」律師進行座談交流。此次走訪

是中聯辦「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系列活動之一。中國法律服務（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建安、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參加座談。

盧新寧：樂見香港走出泛政治化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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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聯辦舉辦、團結香港基金協辦的「探索
良政善治之路」集思會於10月6日舉行。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盧新寧在會上勉勵香港的智庫、學者、社
會組織與媒體要多為香港落實良政善治出力。
來自團結香港基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香港政策研究所、天大研究院、紫荊研究院、民
主思路、香港新方向等香港十多所權威智庫組織

的專家學者參與了當日的集思會。

勉為港落實良政善治出力
盧新寧在集思會上表示，國慶前夕，中聯辦駱
惠寧主任再次「落區」，其他中聯辦同事亦在過
去一個星期從早到晚奔走，深入社區、商舖、街
市，登漁船、訪農莊、看工地，與廣大市民朋友

面對面交流。這一系列「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活
動，是希望直接聆聽社會各界聲音和訴求，共同
推動特區良政善治。
她說，中聯辦「落區」活動將常態化，這場集

思會亦是「落區」活動的重要一環，以聽取本港
智庫界的真知灼見。
盧新寧表示，樂見香港社會走出泛政治化漩
渦、回歸理性，進入歷史新階段，即使前方仍有
很多問題待解決，但相信在中央的支持，特區政
府的努力，社會各界的推動下，各種難題將逐步
迎刃而解。她又勉勵香港的智庫、學者、社會組
織與媒體要多為香港落實良政善治出力，表示智
庫是香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良政善治
的重要力量。現在是智庫發展的黃金時代，各界
應繼續為國獻策、為港獻計。

與會代表為土地房屋支招
在土地房屋問題上，與會智庫代表認同特區政

府應大規模發展新界北土地，掌握本港土地主導

權，盡快建立土地儲備，並做好短、中、長期的
土地房屋發展規劃。有智庫代表則提出開發郊野
公園邊陲地帶、擴大「明日大嶼願景」填海範
圍、推動「港人組屋」計劃、進一步打通新界北
和大灣區的交通網絡等建議。
一眾代表亦對管治體系改革問題表示關注，有

專家提出增設「綜合策略規劃局」負責長期戰略
研究，銜接中央規劃，統籌政府各局制定策略性
規劃，以及參照歐洲經驗設立「未來中心」鼓勵
社會各界參與政策討論，制訂具認受性的政策內
容，提升管治效能。
在良政善治之路上智庫所擔當的角色，有與

會專家表示，政府應提供更多資源給本港智
庫，促進香港與內地智庫合作。有專家則建議
設立機制加強本港智庫之間的協調與妥善分
工，並提升研究能力與國際影響力；鼓勵
智庫學者到內地調研工作，鼓勵特區政
府官員到本港智庫「掛職」，結合
理論與實踐。

國慶節以來，香港中聯辦員工在「落
區聆聽 同心同行」活動中到訪不少基層
家庭、社團，仔細聆聽弱勢社群的煩心
事，與他們一起探尋扶貧助弱良方。有
社團代表認為，在以實際措施幫扶弱勢
群體的同時，亦要幫助他們建立信心；
中聯辦員工表示：我們一齊來推動、協
助特區政府加強防疫舉措，及早通關，
回應大家的訴求；也會想各種辦法改善
基層市民的生活狀況，特別是要關注獨
居老人的生活狀況和應急保障條件。

市民怨公院輪候時間長
中聯辦員工與基層的交流，涉及多個長
期困擾基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問題。其中
一個是醫療問題，醫療費用高，買不起保
險，看不起病，公立醫院等候時間太長，

長期困擾基層市民。青工部員工探訪劏房
戶時，住戶鍾女士反映：「最近先生檢查
身體發現肝硬化，下次排期做全身檢查已
是2023年，希望可以盡快有醫療上的支
援。」
員工又到訪將軍澳的公屋，醫療問題同
樣成為居民的煩心事。居民瞿先生說：
「我之前發覺眼睛有毛病，輪候公立醫院
專科診症，足足要花五年時間，如果改為
看私家醫生，每次就要花費900元，價錢
太貴不能負擔。」
另一位居民林女士，丈夫從事地盤工

作，同樣反映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太長：
「我3年前發現胃血管長了一個肉瘤，到
公立醫院輪候專科醫生，等了3年才可獲
診治，但見醫生不過半個小時，又要安排
接受胃鏡檢查，這次又要輪候3年。」據

她了解，到私家醫院做一次普通檢查要
5,000多元港幣，無法負擔。有與中聯辦
員工一起探訪的義工建議，林女士可以到
內地公立醫院，如港大深圳醫院檢查和接
受專家門診診治，檢查加診治費用大概
1,000元左右。對此，林女士期盼：「我
也希望有政策出台，讓港人也可以參加內
地醫保。」

無法正常通關問題繁多
教育問題也給基層帶來壓力。中聯辦員

工探訪中的深切體會是，居住劏房、公屋
的市民多數文化程度低、收入低，子女接
受良好教育資源有限，只有少數可以靠教
育改變命運，向上發展空間受限，陷入惡
性循環。例如雙非家長魏女士表示：「我
先生一直在內地工作。自己因為孩子要上

香港的學校，只能在港居住，靠做代購補
貼家用。疫情長期無法正常通關，我已經
一年多沒有與內地家人團聚了；孩子如果
回到內地，則無法接受到合適的教育，感
覺十分兩難。」
兩地正常通關方面，由於部分家庭是新
來港人士，疫情下家庭長時間無法團聚，
帶來了很多十分嚴重的問題。社聯部員工
會見同鄉社團時，有成員反映由於內地和
香港無法恢復正常通關，爺爺一年多未能
看望剛出生的孫子，子女無法返港照料父
母，在內地大巴駕照無法辦理續簽，有被
吊銷的危險，影響生計。也有社團成員表
示因無法回內地導致內地銀行賬戶被封，
影響生意資金往來。
就業方面，多個劏房居民說，家庭負擔

重，想找份工作分擔，但是自己文化程度

低，找工作很難。基層社團青年代表林先
生向中聯辦員工分享，其實工作除了為家
庭帶來收入，也是為他們樹立信心的來
源：「我旗下超市有員工是單親家庭，在
家領取綜援帶孩子，發覺收入跟打工差不
多。我鼓勵他們要為孩子樹立人生榜樣，
不要依賴社會，請了他們工作，並資助孩
子讀書費用，最後員工孩子讀完大學成家
立業，全家都非常感謝我。」
針對市民提出的困難，中聯辦員工與陪

同探訪的團體制定解決機制。一是結對幫
扶，針對個別家庭困難，形成問題清單以
幫助解困；二是定期回訪幫扶對象，持續
關心生活；三是結合青年和科創工作，整
合資源打造平台，從多方面為基層困難青
年和市民提供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卓立

「港漂」泛指從內地到香港學習或就
業的群體。多年來在香港從事法

律工作的「港漂」群體不斷擴大，目前已
有超過300位「港漂」律師在港執業，是
香港法律界的重要組成。
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與會的
「港漂」律師提及這段經歷，對香港社會動
盪及「港獨」和黑暴分子擾亂社會秩序，深
感痛心。有律師憶及那年國慶期間，黑暴分
子上街搗亂，自己和友人在家中製作國旗慶
祝國慶，不禁哽咽。有律師表示自己早已將
香港視為第二故鄉，見到種種亂象極為憤慨
傷心，甚至一度對何去何從產生疑問。他們
表示，幸好中央及時出手，出台香港國安
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迅速穩定香港形
勢，讓「港漂」律師們安下心來。

「港漂」提從業困難建議
座談會現場氣氛熱烈，律師們暢所欲

言，講述了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認識和理
解，也提出了他們在從業中遇到的困難和
建議。事務律師陳雙雙表示，「港漂」律
師出生在內地，有濃厚的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希望有關方面能搭建平台，充分發
揮「港漂」律師的作用。事務律師鄭煜和
劉佳凝建議，加強香港法律界與大學法學
院的交流，在學生中培植愛國愛港情懷。
大律師康亞男表示，近幾年大律師公會和
內地的交流停滯，期盼能為香港的年輕大
律師搭建與內地溝通交流的橋樑。大律師
吳英鵬建議，學習內地普法的創新形式，
利用短視頻平台把憲法、基本法、國安
法，甚至是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等傳播給
香港市民。事務律師王宇、承諾提到，一

些涉及兩地的跨境訴訟案件，經常遇到兩
地法律對「公證」標準不一的問題，希望
有關方面幫助推動解決。
郭建安、陳澤銘等對律師們提出的問

題給予了積極回應。陳澤銘對簡化見習
律師註冊流程的建議表示贊同，「我已
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律師會會盡快研究
處理。」他表示，香港律師會會考慮在
該會的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下成立專
門委員會，更好發揮「港漂」律師的作
用。

用好國家惠港法律政策
聽完「港漂」律師們的發言，王松苗表

示，國家多年來一直重視和支持香港法律
界發揮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開放對港法
律服務市場，陸續出台20餘項惠港法律服
務政策。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香港
發展的新定位，給予香港更多的政策支
持，香港法律人才將有更廣闊的空間和舞
台。「港漂」律師兼具兩地背景優勢，熟
悉內地情況和香港法律體系，精通中外語
言，要充分認識和把握機遇，用足用好國
家惠港法律服務政策，不斷提升自身能力
和競爭優勢，成為具有家國情懷和世界
眼光、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於處理涉
外法律事務的一流涉外法律人才，為提
升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和全球治理方面
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作出積極貢獻。香港
中聯辦將繼續加強與香港法律界的聯繫
溝通，為香港法律界與內地同行的交流
合作牽線搭橋，大力支持「港漂」法律
人才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好服務香
港、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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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新寧（前排左四）同與會代表合影。

●王松苗秘書長一行與「港漂」律師們合影。 中聯辦網站圖片

●座談會現場。 中聯辦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