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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將於本月中召開，萬眾矚
目。筆者早前用英語拍攝了一段短片，
向國際友人介紹二十大，讓他們更深入
認識中國及了解中國。意想不到的是，
短片也收到了不少本地市民的回響。筆
者從言談中發現，很多市民對於二十大
有點陌生，很多都只是聽過有關名字，
但又說不出當中的內涵。今天正好藉
這個機會，談一談為何我們要關注二十
大的消息。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
中提到，「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從來都
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考量」。因此，
如果我們希望了解國家最新的發展，以
及有關對港澳政策的未來方向，二十大
可能就是一個對我們非常有啟示作用的
會議。

例如在十八大報告中，就在「豐富
『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的
章節中，提到了「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
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
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至於十九大報告中，就在「堅持『一國
兩制』，推進祖國統一」一節中，提到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以及「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

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
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
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
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此
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正好呼應了當時
報告的方向及內容。由此可見，中共黨
代會發表的報告，具有昭示未來、指引
發展方向的重要作用及特殊意義。

香港實施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
告別了黑暴氾濫，告別了政治的混亂，社
會朝着發展經濟、解決深層次民生問題的
方向出發。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
話中所說，「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
生活變得更好」。不論是住屋、創業、教
育以至退休生活，社會都期望特區政府可
以展現出解決問題的決心、能力以及方
案，讓最終的成果得以全民共享。

因此，二十大的召開，將對港澳未來
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作出明確
指引，確保香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與此同時，
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第一個
百年奮鬥目標已經達到。未來中央會如
何提出方案，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實現共同富裕，讓全國人民的生活
過得更好，走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
路，大眾應深入關注，好好學習。

公屋最新平均輪候
時間超過六年，與當
局「三年上樓」承諾

愈走愈遠。為加快造地建屋速度，縮短
公屋輪候時間，特首李家超在選舉政綱
曾提及土地及房屋供應要提速提效提
量，其中一個建議為「公屋提前上樓計
劃」，即是指就算公屋附近的基建交通
仍未落成，也會安排願意的居民入住，
期望從中縮短輪候時間大約一年。社會
各界都期待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更
多着墨。

無可否認，公屋需求殷切，市民有迫
切需要上樓時，提供多一個選擇，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位於鬧市的新落
成公屋，因鄰近其他屋邨或配套設施，
提前入住的問題應不大。但若屋邨位於
遍遠地區的話，當交通配套未到位時，
無疑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政府為居民
提供的，應該是適切的居所，即使社區
設施未完善，亦應該有基本的交通及生
活配套。

基層市民雖然期望能提早上樓，但同
樣十分關注配套問題，新發展區如粉嶺
皇后山、屯門和田邨及菁田邨等，雖然
已入伙一段時間，但至今仍不時因交通
不便的問題惹來批評。

離港鐵站有一段長距離的粉嶺皇后山，
目前已入伙的皇后山邨及山麗苑，總計有
12,000多戶，居民總人數逾30,000，可說
是近年人口增長最快社區之一，但由於邨

內主要幹道只有來回各一
線的龍馬路，以致出入交
通成為一大挑戰。路面一
旦發生任何交通意外，均
對居民出行造成很大阻
礙。

區內不少居民需要經上水換乘交通工
具到其他地區上班、上學，但現時只得
小巴服務，班次不足且不準時，不時大
排長龍，居民苦不堪言。為免遲到，大
家往往要提早出門，變相少了休息及陪
伴家人的時間。亦有區內居民投訴指，
不明白為何皇后山區很多巴士線在繁忙
時間只得一兩班車，編配混亂，對居民
來說也不方便。新巴士線又不是接駁居
民經常前往的地點，而是連接兩個新發
展區，例如屯門菁田邨及皇后山，令人
摸不着頭腦。

特區政府過往在新發展區的前期規
劃，往往低估出行需求。新發展區的交
通安排亂象頻生，皇后山的例子只屬冰
山一角。新近入伙的屯門和田邨、菁田
邨等屋邨居民亦面對同樣困境。

汲取過往教訓，政府在規劃新發展區
時，應盡早完善區內交通配套，並適時
做好巴士等公共交通配套，照顧當區居
民的出行及生活需要。再者，未來有不
少住宅將設於「北部都會區」，當局
要盡早提升交通配套有助整個「北部都
會區」作長遠發展，期待特首李家超能
在稍後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良策解決。

完
善
交
通
配
套
便
利
新
區
居
民

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

��
�


梁熙 立法會議員

「中國之治」展現強大生命力 香港要抓緊機遇提升優勢
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舉國關注，而且全球矚目。

中共黨代會對國家未來5年，甚至更長時期的發展作出

謀劃。二十大將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

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全面部署，並總結十八大以

來國家的發展歷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大量數據和事實都展示出，中國治

理完善的過程，展示了「中國之治」強大生命力。隨着

二十大的召開，國家現代化建設即將全面進入新發展階

段，香港也要憑「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繼續發揮中

外雙向聯繫的橋樑作用，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

事，為經濟注入新活力，帶動產業升級轉型，頁獻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

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選委會委員

從十八大開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
代。10年成就續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
穩定「兩大奇跡」。據統計，2012年以來，中
國經濟增速達年均6.6%，連續多年在世界主要
經濟體中位居前列，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
貢獻國。中國經濟總量由2012年的53.9萬億
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萬億元，佔世界經
濟比重從11.4%上升到18%以上，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從6,300美元上升到超過1.2萬美元。中
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提升
到2021年的第12位，在一些重要領域實現了
歷史性跨越。

中華民族發展走上新里程
新時代10年偉大變革，在中華民族發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切歸功於中國共產黨
的堅強領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

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探索和實踐，經過十八
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國家成功
推進了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
了更有力的制度保證、物質基礎和精神力量，
鼓舞全國人民努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鬥。

在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新成就。
特別是2019年以來，香港經歷黑暴衝擊和新
冠疫情來襲的考驗。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
治權得到落實，特區高度自治權正確行使，制
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開啟「愛
國者治港」新時代。十八大以來，中央堅定不
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發
揚歷史主動精神，積極應對港澳內外環境變
化，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一國
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劈波斬浪、奮勇向前。香
港實現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繼續有賴社

會各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建設發展
事業長足前進。我們有幸成為「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參與者和見證者，為此自豪並感到肩上
責任沉甸甸。

把握「一國兩制」深刻含義
經歷風風雨雨，不少港人明白了黨和國家才

是香港堅實後盾這個道理，中國共產黨是國家
執政黨，憲法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中
國最大的國情。認識中國共產黨，才能對我們
國家有一個準確、清晰的認識，才能更準確把
握「一國兩制」的深刻含義，理解堅持中央全
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的內在邏輯，以及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對於香
港和國家的重大作用。

目前，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香港主動對

接國家發展戰略、加強與國際交流合作，積極
穩妥推進改革，特區政府能因應本土的疫情情
況，研判放寬入境限制措施，實施「0+3」檢
疫措施，逐漸恢復與海外的正常交流，逐步調
整社交距離措施，為盡早達成復常目標打下了
良好的基礎。

隨着二十大的召開，國家現代化建設即將全
面進入新發展階段。展望未來，在新的歷史進
程中，一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開放多元、
安全穩定的香港，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拓展具
有重要意義。香港憑「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要繼續發揮中外雙向聯繫的橋樑作用，講
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事，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香港應成為國家經濟「內循環」的積極參
與者，以及「外循環」促成者，在為經濟注入
新活力的同時，帶動本土產業升級轉型，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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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特區政府逐步放寬防疫措施，經
機場入境的海外旅客無需再往酒店隔離

後，在網上查詢和訂購往境外機票的人數趨增，旅行
社生意暢旺。與此同時，未來半年香港將舉辦多項盛
事，形勢有向好跡象，但大眾切莫忽略疫情反彈的隱
憂。正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指出，特區政府明白商界
對放寬防疫政策抱有很大期望，但必須審慎平衡風
險，「0+3」是目前最恰當的安排。要避免得來不易的
復常曙光再次幻滅，本地防疫政策須循序漸進，在疫
情風險可控的情況下迎接全面復甦，重綻東方之珠閃
耀光芒。

近期最大的好消息，無疑是「0+3」措施的推出。
不少市民因為入境隔離措施放寬而重燃外遊意慾，
旅行社接獲大量查詢。香港研究協會調查顯示，有
三成受訪市民稱計劃年內離港外遊，比率較疫情爆
發前的聖誕節的14%還要高。特區政府推動復常的
腳步並不止於此，自10月4日起，香港放寬機組人
員檢疫安排，取消對海外執勤人員閉環管理的規
定，機組人員返港後不會再被賦予「黃碼」，也無
需強制留在酒店隔離，即日可憑「藍碼」進入包括
餐廳等場所。同時，自10月6日起，本地部分防疫
措施亦放寬，在新安排下，餐飲場所每桌人數上限
由8人增至12人，宴會人數上限由120人倍增至240
人，酒吧或酒館、夜店及夜總會的每桌人數上限由4
人放寬至6人。

香港活力正待釋放
讓社會期待的，還有即將於11月2日舉行的「國際

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屆時將有約200名金融界的領
袖人物參與，其中逾半數來自海外，當中約30名是環
球金融機構的主席或行政總裁，其餘是行政人員或地
區主管，另有逾100名為本地金融領袖或在香港有辦

事處的機構代表，該峰會的重要性和分量不言而喻，
香港可以向外界展示復常的姿態，準備與世界各地恢
復人員往來，而成功舉辦峰會亦將有助彰顯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的地位。緊接着峰會後，又有香港國際七人
欖球賽，隨着防疫措施的逐步放寬，來自世界各地的
球迷將可更方便地來港觀賽，進一步帶動本地旅遊、
飲食、住宿等行業的復甦。香港旅遊發展局表示，將
擬定三大策略，預算動用至少1億元，籌備一系列大
型盛事等，以吸引旅客來港，讓香港經濟回復韌性和
活力。

再放寬疫情管控須三思後行
現時當局的措施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進，市民和商

界普遍歡迎，並希望在有效管控疫情的情況下，能夠
繼續讓社會和經濟有最大的恢復空間，盡量減少抵港
人士和各行業人士的不便。但在歡欣的氣氛下，大家
切莫對疫情的隱患掉以輕心。陳國基在社交媒體發文
表示，特區政府致力管控疫情「不反彈」，希望在復
常路上「不走回頭路」。他指出，特區政府上任至
今，一直審時度勢，在決定調整任何防控措施前必定
審慎平衡各方因素。他認為「0+3」安排是政府經內部
仔細討論、諮詢專家意見、分析不同數據、深思熟慮
後所踏出的重要一步。政府會繼續秉持「科學為本」
和「精準抗疫」的原則，在合適的時候推出合適的措
施，與各界穩中求進。

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將會召開，而行政長官李家
超也將在10月19日公布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各界
都在期望香港有何新機遇、新起點，但所有新發展的
先決條件，必須是本地疫情受控，不會再爆新一波疫
情使香港的經濟和市民生活再次受到衝擊。總而言
之，各界的復常要循序漸進，香港迎接全面復甦重綻
東方之珠閃耀光芒，就會指日可待。

必須穩控疫情 才可穩步復常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2022年仲夏是香港電影一
個值得紀念的好時節，《明
日戰記》等多部港產片的票
房接連傳佳績，「全院滿

座」盛勢重現。近來政府逐漸放寬防疫限制，電影院
看似是其中一個受惠單位，《壯志凌雲：獨行俠》狂
收逾億，《侏羅紀世界：統治霸權》與《雷神奇俠4：
愛與雷霆》等特技大片又依舊旺場，證明在新興勢
力——串流媒體的猛烈搖撼之下，香港人到訪電影院
的興致不動如山，一張戲票的價值，絕不限於電影本
身，觀眾能夠好好享受現場環境、氣氛及社交的樂
趣，完全脫離現實繁囂沉醉於光影幻象，是難得體
驗。

然而，好戲票房傳佳績，不一定是必然，天時地利
不相就，縱有人和，也是徒然。例如《闔家辣》與
《飯戲攻心》本應是今年的賀歲片，但受制於疫情，
今年一至四月電影院被迫關閉，黯然錯過了農曆新年
與復活節兩大黃金檔期，暑假又因上課時間表大亂而
僅剩兩周，即使如何急起直追，電影院在配合防疫政
策之下努力經營，預計全年票房仍較正常情況直插四
成，即使後來因為防疫措施放寬，人流湧現，卻收復
不了失地。面對種種不明朗因素，投資成本龐大的影
院業，需要開拓更多潛在市場，方可令行業持續健康
發展。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對提升電影院入座率有新方向，

其中一個重點發展項目，是解鎖電影院的無限可能。
當放寬現場表演限制，電影院不再局限於播放電影，
從此變身多用途表演場地，劇場、棟篤笑、小型音樂
會等樣樣俱能，既可解決香港表演場地之不足，又能
為藝術表演工作者提供多一個好選擇；基於電影院的
音響影像設備均屬頂級，加上科技日趨發達，進行大
型活動電視直播比以前簡單得多，除了早已引入的外
地演唱會，直播大型體育賽事勢必成為新焦點，近日
香港足球總會在電影院試行直播亞洲盃足球外圍賽，
反應非常熱烈，場內替香港隊打氣的沸騰氣氛十分熱
烈。

創意香港(CreateHK)一直支持本地電影製作，電影發
展基金及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對業界產量帶來最實際幫
助，每年的影視博覽(Filmart)、香港國際電影節等超
級盛事，亦令香港電影在外國有更多曝光機會，不論
導演、監製及演員，一定渴求自己作品能在大銀幕公
映，關鍵在於電影院可以正常營運，電影才能順利上
映。電影和電影院彼此有着唇齒相依的關係，電影是
不少年輕人的夢想行業，這一行也一直需要新血，年
輕一代初試啼聲，感覺作品受重視、認為行業有前
途，才可推動他們投身電影業或影院業，催生更多出
色製作，吸引更多觀眾支持。業界正積極考慮每年推
行「電影日」，以極優惠價錢鼓勵大家入場看好戲，
同時鼓勵學校定期舉辦電影欣賞活動，帶來連鎖效
應，更能使電影業和影院業得以長遠發展。

開拓潛在市場 扶助影業影院發展
袁彥文 香港戲院商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