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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七一」重要講話，回
顧了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厚重歷史：「中華民
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記載着華夏先民在嶺南這
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
史，記載着香港被迫割讓的屈辱，更記載着中華
兒女救亡圖存的抗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
進行的波瀾壯闊的百年奮鬥史，記載着香港同胞
作出的獨特而重要的貢獻。有史以來，香港同胞
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如今，中華
民族的屈辱史已成過去，經歷奮鬥，碩果漸熟，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已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階
段。國家與香港走至今天，是經過無數先賢努力
拚搏而得來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作為
港人，我們今天所享有的一飲一啄皆需向歷史、
向祖國感恩。歲月洗禮，春秋可鑒，「一國兩
制」已在香港實踐了25年，經中央撥亂反正，制
訂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者治港」，香港現已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是對歷史的錚錚回顧，更
是對現實和未來的鏗鏘寄望。他說：「當前，香
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
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
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
些。」當今香港市民的幸福感與住房、置業問題
直接掛鈎。同時，香港青年正面對「四業（學
業、就業、創業、置業）」難題。上車困難、屈
居劏房、租金昂貴、公屋難盼，房屋問題是覆蓋
全港各階層、貫穿港人一生的大難題。由香港青
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發表
調查報告顯示，近兩成受訪港青表示會遷移到其

他地區定居，而且大部分受訪港青
期望，政府能切實解決住屋問題，
可見住屋問題和青年與政府的互信
程度以至香港的未來整體發展息息
相關。

房屋是香港社會其中一項深層次
問題。要使香港實現人心回歸，必須循房屋問題入
手。若本屆特區政府能在房屋問題上作出實際成
效，將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往後特區政府要解決
其他社會問題也將事半功倍。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
後的第一個工作重點，便放在了房屋問題上。他把
房屋問題分長、中、短期區別對待，明確分工並設
定時間表，致力提高管治水平及施政效率，態度積
極進取，馬上作出「切實排解民生憂難」的行動方
案。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對
特區政府的要求。特區政府官員應該要「為官一
任，造福一方」，心中無民，又如何領略「人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尤其是
排解民生憂難，習近平主席引用蘇東坡的「享天下
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
憂」，意思是說，享用世間利益的人，就要承擔天
下人的憂患；佔有世間樂事的人，就要與天下人共
憂。這句話體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新
一屆特區政府問責班子應當務實有為，當務之急，
就是從改善民生開始。

最後在此引用杜甫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與各位
互勉，特區政府如能實現百姓的樸素願望，人心
回歸自然水到渠成。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語重心長。講話提
到，「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若我們能深刻領會此一論
述，將有助認識「一國兩制」的本質和規律。

習近平主席特別提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在這個前
提下，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
變，享有高度自治權。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要得到維護的情況之下，香港
才可以享有高度自治權。

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根據憲法第
三十一條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以及全國
人大制訂的各項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
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而定。

回歸祖國後，香港的憲制秩序就以國家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為基礎。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依據基
本法第十二條而來的。該條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
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
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八條，行政長官要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
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除此之外，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解釋權，全國人大對基
本法有修改權；全國人大亦有決定權，包括這兩
年有關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這些

都在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主席又說：「落實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
點，才能夠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
這裏用到「也只有做到這一點」，表
達出全面管治權及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是治理好香
港的不二法門。習近平主席這番話講得很清楚明白，
過去有人混淆視聽，以為高度自治等同完全自治，以
為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就會削弱高度自治權，其實兩
者是相統一的。

習近平主席亦講明，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互
相制衡又互相配合。這裏說明的是，在行政主導
的體制下，立法會作為特區憲制的重要組成部
分，要履行好法律賦予的職權，包括為香港制
定、修改和廢除法律，透過質詢、辯論和審議監
督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未幾即出席行政長
官答問會與立法會議員溝通，並提出日後舉辦
「前廳交流會」，安排官員和議員溝通，顯示出
他對行政立法關係的重視和誠意，這是行政立法
關係良性互動的好開始。今後，行政和立法機關
應該繼續加強溝通，保持聯繫，在政策形成、制
訂、出台以及立法等環節，做好溝通協作，落實
習近平主席的「四個必須」「四點希望」，為香
港創造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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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慧敏 立法會議員

落實「四個必須」 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對「一國兩制」作出全面準確的精闢論述，為

香港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他提出「四個必須」，除了勉勵大家，還希望社會各

界認清香港的實際情況，推動香港繼續鞏固和發展自身的優勢，謀求發展。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全面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精神，推動「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為香港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所謂香港前途問題，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已
有人在問，但回歸之後依然有人在問，原因在
於「50年不變」的莊嚴承諾被收錄在基本法第
5條。一直以來，香港市民及海外投資者都非
常關心這個50年的時限。在回歸25周年之
際，習近平主席再次親臨香江，出席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講話的每個環節都
有無限的深意，處處凸顯他關心香港、支持香
港。習近平主席甫抵埗時，於西九高鐵站的簡
短講話表示：「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終同
香港同胞在一起。」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經受
了一次次嚴峻考驗，戰勝一個個挑戰。香港浴
火重生，展現出蓬勃生機。習近平主席以「行
而不輟，未來可期」來概括他對於實踐「一國
兩制」的鮮明態度，並把毫不動搖堅持「一國
兩制」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繫上。由此可
見，儘管過去五年香港社會歷經波折，習近平
主席和中央政府仍一直堅守「一國兩制」方
針。

道出「一國兩制」的設計初衷
習近平主席親身來到香港，誠摯回答香港市

民心中的前途問題。對於要如何堅守「一國兩
制」，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中，以「四
個必須」來回答。第一個「必須」，是「必須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他進一步
指出，「一國兩制」方針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最高原則。這句話非常重要。憑着
落實「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得以行穩
致遠，凡是愛國者都會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
根本制度。

習近平主席接提出以「兩制」為着眼點的
第二個「必須」。習近平主席強調，「必須堅
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相統一」。「一國兩制」蘊含着豐富內涵和
智慧，可是一直以來有人對「一國兩制」進行
片面解讀，甚至故意強調「兩制」而淡化「一
國」，這是不全面和不正確的。毫無疑問，
「兩制」是「一國」之下的「兩制」，但一些
人和媒體，尤其是外媒，始終曲解當中涵義。
習近平主席說，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
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
頭。細心領會，就會發現這句話是辯證法的生
動演繹。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指出，落實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
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把特別行
政區治理好。這句話把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
概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具體而言，行政機關和
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關依
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習近平主席短短幾句話就
把一些抽象理論化為具體實踐，道出了「一國
兩制」設計初衷。

習近平主席餘下兩個「必須」，則涉及到香
港的管治。他提出的第三個「必須」，是「必
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個「必須」是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第三和
第四個「必須」，先談穩定，再談發展，順序
甚有意思。習近平主席指出：「把香港特別行
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保證
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
搖」。一針見血點出了香港社會自回歸以後一
段時間出現的政治問題。儘管以前的主要官員
都是愛國者，但由於當時沒有落實「愛國者治
港」，就連反中亂港分子都可以擔任如立法會
議員等要職。這種情況導致政府施政舉步維
艱，難以解決積累已久的各種深層問題。所以
落實「愛國者治港」，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大前

提，是符合700多萬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讓社會認清香港實際情況
社會穩定了，就要謀發展。習近平主席說

到的「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當中的「保持」二字，可以有兩重含意：一
是中央將一如以往支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香港市民和海外投資者可以放心；二是
香港底子厚，本來就充滿優勢，只要能夠保
持下去，就已經出類拔萃。與很多其他城市
相比，香港要發展並不困難，最重要是做到
八個字：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只要做得
到，必定百業興旺。獨特地位就是背靠祖
國，優勢就是聯通世界。這個道理其實每一
位香港市民都應該要懂。

習近平主席提出「四個必須」，除了勉勵大
家奮發自強，還希望社會各界認清香港的實際
情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香港要
繼續鞏固和發展自身的優勢產業，凡是符合香
港居民的利益的事，都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
出貢獻。社會各界都必須認真體會習近平主席
的重要講話精神，全面深入推動「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盧業樑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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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特區政府問責班子上任第六天，
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官員參加立
法會答問會。會上透露的信息十分豐富，
回應社會關切。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立
法會議員，都表現出大家高度重視國家主
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展現出對特
區治理的高度責任感。

答問會聚焦於房屋、抗疫、兩地免檢疫
通關、創科、青年、環境衞生等問題，也
有探討到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體現了
政府和立法會急民所急、以民為本的精
神，踏出了良政善治的堅實一步，相信會
對今後政府施政帶來良好的後續效應。

李家超在會上提出三大施政舉措，包括成
立四個由司級官員帶領的工作組，專責處理
跨代貧窮、土地房屋供應、地區事務和興建
公營房屋事宜；設立「特首政策組」，令政
府政策、決策更科學，更符合國家大局和香
港實情；每月舉行立法會「前廳交流會」，
推動行政立法之間的溝通交流，攜手肩負起
特區治理、發展香港的重任。

新班子上任不足10天，特區政府已經展
現出強政勵治的新風，不論是由政務司司
長陳國基帶領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

貧窮行動小組」，為每名參
與計劃的學生提供配對義務
導師，還是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帶領的「土地及房屋供應
統籌組」，計劃在百日內提
交公屋工作建議，都顯示了
政府在創新、務實和有效率地推動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工作。

與此同時，其他主要官員也在七一假期
和周末出外視察，例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孫玉菡視察安老院疫苗接種工作，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視察數碼港，醫務衞
生局局長盧寵茂更表明，他以後的工作天
「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表現出
特區政府問責班子的積極性和動能，充滿
了工作熱情。

需要指出的是，解決香港積弊已久的問
題，並非一時三刻之功，前進的路並不是
一帆風順。政府官員必須始終保持堅毅的
決心和排難解憂的勇氣，時刻把社會大眾
福祉放在心上，遵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做到「民
之所盼，政之所向；民有所呼，我有所
應」，推動香港開啟新篇章。

高效推動施政 邁向良政善治
葉建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
話，他指出：「希望全體

香港同胞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
『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
觀」，這句話鏗鏘有力，香港所有教育同
工必須具備這種使命擔當，培育愛國愛港
新一代。

回歸之前，香港已出現一批高舉愛國旗
幟的學校。這些學校長期受到港英政府打
壓，但仍然艱苦辦學，為香港培養大批愛
國愛港的人才。就以培僑中學為例，自
1946年創校以來堅持愛國教育傳統。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培僑中學是第
一批在香港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升國旗
的傳統一直保留到現在，而且還有學生在
國旗下講話的環節。在一些國家節慶日
子，愛國學校更舉辦嘉年華和專題講座，
讓師生一同了解國家發展，見證國家的成
長與進步。每一位在培僑中學生活及成長
的師生，都具有一種愛國情懷，將愛國視
作理所當然而且正當的事情。由於培僑
中學一直堅持愛國教育，在回歸前被人
標籤為「左校」，備受港英政府以各種
各樣方式打壓，一度面臨收生困難，但培
僑中學全體師生沒有放棄，一直堅持把愛

國教育作為辦學宗旨和方
針。

時至今日，學校迎來第76
個年頭，至今屹立香港超過
半個世紀。不少校友均為學
校的愛國教育傳統感到自
豪。他們在不同崗位為國家的富強、香港
的繁榮作出貢獻。事實上，國家經過40多
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為世界
所公認。培僑中學不單在香港有四所中小
學，並把學校擴展到內地深圳，所以培僑
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成就。同樣道理，只
要香港背靠祖國，在國家的強大支持下，
一定會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培僑中學堅持對國家熱愛之情，不管回
歸前港英政府如何打壓，不管前路荊棘滿
途，始終通過以愛國為核心的各種校內活
動，潛移默化教育學生熱愛自己國家，為
國家貢獻所長。香港回歸已25年，迎來由
治及興的良好局面。正如習近平主席七一
重要講話中的期盼：「要引領青少年深刻
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
感和主人翁意識。」香港教育界要建構廣
大香港青少年愛國愛港主流價值觀，教育
局應增撥資源，創造條件，將培僑中學這
樣的傳統愛國學校的辦學經驗推廣至全
港，為愛國教育增添更豐富內容，達至更
好效果。

參考愛國學校經驗 培養學生愛國心
丁江浩 民建聯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教育界職工會聯會副主席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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