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近日發表
題為《讓歷史之光照亮香港未來》
的新春致辭，通過「三個怎麼看」
指明了香港的未來路向。無論是
「一國兩制」的實踐，還是良政善
治下香港的發展，駱主任都在新春
致辭中為我們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描繪了更美好的未來。駱主任的精
闢論述使廣大市民備受鼓舞，對香
港未來充滿信心。

過去一年，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和選舉制度的完善，先後順利完
成了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兩項重大
的選舉，「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
落實，香港社會由亂及治丶由治及
興，氣象一新。接下來香港要全面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實現香港經濟穩定持續
增長。

歷史是一面鏡子，回歸25年香港
特區遭受到各種衝擊和考驗，但在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祖國的有
力支持下，都一一將危機化解，香
港的優勢依然牢固。歷史和現實都
充分證明，「一國兩制」符合國家
的利益，有利香港的發展。駱主任
指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香港的
機遇在內地。在新時代下，國家在
一系列戰略規劃中都有香港角色，

例如「十四五」規
劃 支 持 香 港 建 設
「八大中心」，充
分反映了國家對香
港可發揮的作用充
滿期許。香港各界
絕不應辜負中央的支持和駱主任
的期盼，要更加不失時機做好
「發揮香港所長，對接國家所
需」這篇大文章，使香港在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中發揮不可
替代作用。

目前香港抗疫正進入關鍵時期，
駱主任在新春致辭中表示，眼下最
重要的就是同心抗疫，共渡時艱。
本人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
會議員和堅定的愛國者，一定不遺
餘力支持和協助特區政府做好疫情
防控，打贏這場抗疫戰，早日與內
地實現免檢疫通關，推動香港經濟
發展和民生改善。

今天的香港，具備了正確的政
治方向和安全的社會秩序，相信
在中央堅定的支持下，有中聯辦
強而有力的橋樑紐帶作用，有特
區政府的積極作為和社會各界的
共同努力，一定能齊心協力推動
香港再出發、再騰飛，迎來更美
好的未來！

「動態清零」才是香港防疫工作的正確選擇
變種病毒Omicron引發香港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再度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及發出嚴格隔離限制。疫情下這種「循

環」令不少市民的日常生活與生計受到嚴重影響，社會亦因

此出現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聲音。筆者認為，香港現時的

醫療系統承載能力、社會疫苗接種率尚未達到能「與病毒共

存」的狀態，特區政府應極力加強「外防輸入」措施、提升

個案追蹤能力、提高防疫措施決定的果斷性和落實效率，以

更有組織及規模的方式應對疫情防控，努力達至「動態清

零」。而長遠來說，應以提高疫苗接種率為首要目標，增強

社區總體防護能力，以減低疫情來襲時的人財損失。

劉國勳 立法會議員

第五波疫情的爆發，再度嚴重影
響香港的民生與經濟，在面對傳播
力極強的Omicron時，港府的「清
零」政策似乎受到極大挑戰。筆者
認為，長遠來說，特區政府還需訂
立可持續的防疫政策，但現時作為
大前提，香港的防疫路線應以「動
態清零」為主導。

香港目前無法「與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的前提，是我們

可以「與病毒共存」之時還能維持
香港社會的有效運行。而實事求是
地認識變異病毒Omicron以及香港目
前的醫療條件，筆者認為，香港目
前沒有「與病毒共存」的能力，若
在此時放棄「動態清零」政策，將

等於置市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
Omicron重症率雖較其他變種病毒

低，但還未完全輕症化，後遺症不
容忽視。眾多患者出現認知功能障
礙後遺症「腦霧」，嚴重的更出現
失智症情況。而本港免疫系統最弱
的長者和兒童疫苗接種率仍過低：
八十歲或以上長者的疫苗接種率不
足三成；五至十一歲兒童疫苗接種
計劃剛開始一星期，五歲以下兒童
仍未能接種疫苗。若不對疫情散播
進行嚴格把控，將令長者與兒童過
高地暴露於風險中。

現時香港的醫療系統不足以應對大
規模感染，本港只有大約1.4萬名醫
生，人口對醫生比例每千人只有1.9名
醫生，無論醫護數量，或是床位等醫療

設施，在面對疫情大規模爆發時，都會
導致超負荷。參考採取「與病毒共存」
政策的多個國家及地區，其重症和死亡
率之高，是我們不應忽視的教訓。若希
望與內地早日免檢疫通關，香港必須配
合內地的防疫政策，極力「動態清
零」。

建立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宏觀來講，特區政府整個防疫工

作全局視野仍需強化，若政策舉棋
不定，勢必無法應對疫情的突發情
況。具體而言，港府對感染個案和
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能力遠追不上其
傳播速度，應於防疫抗疫應用程式
中加裝追蹤功能，加快「清零」速
度，減少停業影響。

在面對全球多個國家都採取放任政
策之時，在「外防輸入」中，無論是人
員的排查管理措施，或貨物與動物進口
的檢驗檢測，把控需更嚴謹。

另外，從葵涌的強制隔離中可
見，控疫政策的切實落實執行，仍
有改善空間，從圍封速度、檢測安
排、信息溝通、食物配給、物資補
給和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安排都未臻
完善，因此還促請政府在安排上更
仔細。而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依然
未能惠及各行各業的打工市民，但
每次收緊社交距離限制受影響最大
的卻是基層市民，政府還需在補償
及支援方面照顧到基層市民，保障
打工市民的基本權益。

所有防疫工作造成的不便都是暫時

的，當拿出決斷力做到「動態清
零」、提高疫苗接種率之時，才能釜
底抽薪地恢復香港社會的暢順運行。
香港需要一個更成熟、有效率與規模
的「動態清零」防控機制，加強組織
及動員能力，並提高政策落實與執行
的能力。在圍封和檢測方面，只有做
到全民檢測，才能最快速地截斷隱形
傳播鏈。長遠應以普及疫苗接種，建
立社區抗疫屏障為目標。

防疫工作僅靠政府並不足夠，為
了每個市民共同美好正常的生活，
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積極的配合和遵
守防疫規定，以做到疫情工作從檢
測、預防、治療到信息公開等每一
個環節的高效通達。萬眾一心、勝
利指日可待，只需我們暫時忍耐。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致辭中指出，以為可以
「躺贏」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只會失去奮鬥
的激情和變革的勇氣。眼下最重要的是同心抗疫，共克
時艱。

面對洶湧而至的Omicron（奧密克戎）和Delta感染浪
潮，國際間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應對取態：「躺平」或
「清零」。西方媒體最近大規模抹黑中國零容忍防疫政
策，宣稱「清零」政策，將使中國更易受Omicron海嘯衝
擊。有網友擺出美國87萬人病歿的數字，直言：美國才
更易受Omicron海嘯衝擊。

美英等國的「與疫共存」，是因為他們做不到「清
零」，基本上「躺平」，不顧人民死活。美國至今有
7,000萬人感染，87萬人死亡；英國有近1,600萬人感
染，15萬人死亡； 歐洲更嚴重，意大利有1,000萬人感
染，14萬人死亡。這些就是「與疫共存」的代價！美歐
近日再次爆發新冠疫情，反映西方「與病毒共存」策略明
顯失敗。

很多人誤解「動態清零」是零感染，有感染即「動態清
零」政策失敗。但「動態清零」絕對不是零感染，關鍵是
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早研判，以便精準快
速管控。內地「動態清零」的策略精準防疫，縱使一時一

地的疫情反彈，也不會造成嚴重衝擊。縱觀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迎戰奧密克戎疫情的
經驗，儘管奧密克戎的傳染性增強了，但堅
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堅持
「動態清零」總方針，實行人物同防、全面監測、落實
「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切斷傳
播鏈條等防疫舉措，皆很快遏制住了疫情，這顯示「動態
清零」是阻斷疫情擴散的有效方式。

本港有個別專家對「動態清零」的做法抱有懷疑，聲稱
「動態清零」不切實際，應放棄「清零」。若香港此時選
擇「躺贏」「與病毒共存」，在疫苗注射率仍未至九成、
且很多老人、兒童未注射疫苗的情況下，將有更多港人感
染變種病毒。

目前，面對嚴峻的疫情走勢，香港社會應同心抗疫，共
克時艱，堅持「動態清零」，有效減少疫情持續傳播、減
少發病及死亡、避免醫療系統失衡及減少疫情對社會和經
濟等影響。香港要進一步制定更完善的抗疫策略及措施，
完善圍封檢測安排和病毒追蹤的技術手段，堅持「動態清
零」不動搖，撲熄今波疫情，同時加快推進疫苗接種工
作，務求達至接近全民接種，盡快達至本地個案清零，恢
復與內地的免檢疫通關。

堅持「動態清零」同心抗疫共克時艱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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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立法會議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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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近日發表
新春致辭，既簡明扼要，富有哲
理，又飽含深情，娓娓道來，反映
出中央政府和中聯辦對香港市民的
一往情深。對於香港未來的展望，
駱主任特別指出：「未來充滿希
望，關鍵是要有堅定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歷史自覺」。這段話為香港
今後如何戰勝疫情、克服困難、重
振雄風、再創高峰，指出了具體而
明確的方向，令人感到非常鼓舞和
格外振奮。

過去的一年，香港在中央的全
力支持下，在這個百年未有的大
變局和罕見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的雙重疊加因素作用下，進入了
由亂入治、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不過，由於疫情時有反覆，尤其
是最近一段時間，第五波疫情又
洶湧襲來，導致與內地免檢疫通
關日期一拖再拖，某些行業在疫
情下遇到不少困難，加上西方某
些勢力的說三道四及污衊抹黑，
有些人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之
路，出現了模糊不清甚至是悲觀
的情緒。

在這個時候，駱主任充分體察民
情，在新春致辭中再次强調，香港
的未來出路，就是要堅定地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强調「世界機遇在中
國，香港機遇在內地」，背靠國家
是香港的最大優勢，也是香港持續
發展的最重要動力。

的確，在世界經濟
一片低潮之下，中國
內地去年依然取得了
8%的經濟增長，全年
GDP高達114萬億元
人民幣，實現了「十
四五」規劃首年的良好開端。與香
港毗鄰的廣東省，也是在全國率先
成為GDP達12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
大省，未來發展潛力相當可觀。香
港背靠國家，只要能夠充分發揮香
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加上中央
的全力支持，經濟何愁不能持續增
長？

我認為，雖然現時由於疫情關
係，暫時還不能自如地往返內地，
但是，我們不能坐等時光白白流
逝，各行各業都需要坐言起行，以
「只爭朝夕」的精神，做好各方面
融入和對接的工作。比如，商界應
該抓住內地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商
機，積極研究如何與內地的數字經
濟對接和服務的具體方式和途徑。
特區政府也應該採取積極有效的措
施，加强香港自身的數字經濟基礎
設施的建設，在硬件和軟件方面都
建立更多的對接平台。還有，青年
人可以通過線上的方式，瀏覽內地
的資訊，加强對內地，尤其是粵港
澳大灣區的了解，多運用微信等內
地流行的社交平台，多交內地的青
年朋友，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
好更多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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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智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明匯智庫主席

新一屆立法會早前開鑼，90名立法會議員揭開完善特區
選舉制度後的新一頁。有議員提出換屆後首個議案，措辭
中有「中港兩地」一詞，筆者隨即提出修正案，更正為
「內地與香港」，此修正也獲得其他議員的支持。香港回
歸祖國將近25載，作為中央全面管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在用詞上應該名正言順地確立香港特區應有的地位。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的落實，是撥亂反正的
開始，而加強全社會，尤其是政界人士的政治文化教育，
擺正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香港正本清源、重新出發的應
有之義。

該議案是要求政府嚴防新冠病毒輸入、全方位阻止擴
散、盡早落實通關，其本意並無問題，我完全支持。只是
當中提及「中港兩地免隔離檢疫通關無期」的「中港兩
地」一詞，引起我的注意並提出修正。該議案在議員實際
讀出時，沒有再用「中港」一詞了。

港英刻意炒作「中港」製造區隔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港」這個用詞，

「中」代表中國、「港」代表香港，將香港與國家並列，
顯然是不正確、不妥當的。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上、
傳媒上，甚至部分政界人士，長期慣用「中港」一詞，這
其實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陋習。在英國人管治的時期，
對香港實行殖民管治，自然想將香港「去中國化」，因此
事事將香港與中國對立而觀。到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展
談判期間，英國人更企圖將香港加入作為談判的其中一
方，搞所謂「三腳櫈」，被國家斷然拒絕。但是，港英政
府依然不斷炒作「中港」一詞，這個詞後來也成為反中亂
港分子搞所謂「本土文化」、鼓吹「反中」、「港獨」的
一個常用語。

已故的資深媒體人江迅曾撰文講述20多年前從上海來香
港，在羅湖入境時要填入境表格，他在「來自哪裏」一欄
填「上海」，但職員卻偏要他改成「中國」，他覺得不
妥，在擾攘了幾分鐘後才無奈改成「中國上海」，可見一
個嚴謹的文化人對自身國家身份認同的重視和堅持。

香港回歸後，「中港」一詞就不應再用。觀乎中央、
內地就香港問題的文件、遣詞造句，從來不會提及「中

港」，正如對台灣問題也不會提「中台」
一樣。港人較為熟悉的CEPA，全稱是《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英文全稱是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
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據傳媒報道，在2015年初，特區政府就曾發出《用詞
正確》內部通告，要求各部門的文件或通函在提及中國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時，不應用「中港關係」，而應該用「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但這份通告似乎沒有得到嚴格的落實
和貫徹，多年來，「中港」一詞仍然時有所聞，反對派更
是常常用這個詞來扭曲內地和香港的關係，「香港本土」
發起人毛孟靜就攻擊通告是把政府用字「大陸化」，是
「想壓低香港的位置」云云，這些惡劣行為導致社會上的
觀念混淆，是非不清。

官員議員以身作則棄用錯誤用詞
必須看到，一個詞語的運用，有其字面意思，也有其背

後的心理暗示。「中港」一詞將特區與國家並列稱呼本來
就不對，更對港人傳遞一種將香港與祖國其他地方區隔開
來、割裂開來的心理暗示，長此以往必然會產生問題。早
年反中亂港分子炒作所謂「本土意識」，搞什麼「驅蝗行
動」，甚至煽動「港獨」等等，說到底都是這種錯誤意識
的延續。

《論語》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要做好一件事，採用恰當合理的名稱，做到名實相
符，至關重要。香港正在撥亂反正，香港國安法從法律機
制上保障了香港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完善選舉制度理順了
香港立法會、特首的權力機構的產生機制，為香港良政善
治、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但在文化上的改變，需要長時
間的潛移默化，但所謂長時間不是我們一直拖拉不改的藉
口，而是要從今天起坐言起行。

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將近25年，過去的一些未能正
確反映香港現實的詞語陋習必須改正。因此，從今天起，
政府官員、議員、社會賢達、文化和傳媒工作者，就應該
以身作則，正確表述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大家共同將類似
「中港」這些不合時宜，甚至是錯誤的用詞糾正過來。

不應再用「中港」一詞
馬逢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