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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舉行前會見了
香港代表團。他憶述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時，他正在
香港中聯辦工作，猶記得當時香港同胞全城動員，紛
紛伸出援手，到中聯辦捐款救災的人絡繹不絕，幾天
內收到七億多元捐款，收據都開出三萬多張， 「開到
手軟」，四川人民對此銘記於心。他亦表示，新一屆
特區政府就職以來，香港各方面情況都發生了很多積
極變化，自己作為曾經在香港工作九年的官員，對香
港取得的成績時刻關注，並感到非常高興。

在川港合作會議上，彭清華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在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中給予無私
援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謝。他說，香港是四川第一大外資來源地、第四
大貿易夥伴，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及災後恢復重建
進一步加深了雙方的友誼與合作，為川港全面深化合
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四川將與特區政府一道，把握新
時代內地與香港特區深化合作新機遇，共同推動川港
合作互利邁上新台階。他建議雙方未來要落實合作機
制安排、發揮雙方比較優勢、推動南向開放合作，以
及進行重點領域合作。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說，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也是 「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提升川港合
作層次，別具意義。展望未來，川港雙方聚焦重點合
作領域，以創新、務實的方式 「成熟一項推一項」，
一定能夠開創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新格局。

加強合作把握雙創機遇
林鄭月娥建議川港聚焦三個方向深化合作，一要

共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四川是國家西部重要的
經濟樞紐及金融中心，處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匯點；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在各地市場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雙方要發揮各自優勢，推動兩地企業建立策略夥伴
關係，聯合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

二要把握 「雙創」發展機遇。創新是引領發展的
第一動力，特區政府有決心大力發展傳統產業以外的

新興產業。四川作為國家創新型省份試點，正積極推
動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要推動川港大學和研發機構繼
續加強交流和合作，加快高新科技技術及產業發展。
鼓勵四川的企業和科創機構，積極利用香港在科研、
國際化、資訊基建、知識產權、金融等方面的優勢，
強化專業交流和深度合作，達至互利共贏。

三要促進 「民心相通」。青年是社會的未來，雙方
要繼續並肩做好青年發展工作，進一步促進兩地青年交
流；文化藝術交流是促進 「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要
繼續加強戲曲文化交流工作，推動兩地文化藝術界加強
往來，進一步取得 「民心相通」的豐碩成果。

將安排千港青到四川交流
在彭清華、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的見證下，四川省副省長朱鶴新
與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代表雙方共同簽署《川
港合作會議機制安排》和《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
會議第一次會議備忘錄》，就 「一帶一路」建設及經
貿、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及科技、金融、青年發展、
建築、教育、中醫藥和食品安全、旅遊、機場及鐵路
建設管理、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等11個合作領
域達成共識。來自香港特區政府、國務院港澳辦、香
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及四川省有關方面負責人共70
餘人出席會議。

林鄭月娥昨傍晚會見傳媒，被問到香港如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她表示，香港現在有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川港的合作平台，已經給了香港
無限機遇。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除了中
央與各個省市的繼續支持，香港也要自強。她表明，
今屆政府是一個比較積極作為的政府，在不到一年時
間已經推出了很多新策略、新投資， 「我看往後我們
應該有能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希望為國家發展作
貢獻。」她又透露，由現在開始至2019年，將安排
1000名香港青少年到四川體驗川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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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文軒成都報道

四川省人民政府與特區政府昨日在成都舉行
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確立
新合作機制，就11個領域達成共識，為川港多元
化合作設立平台。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
主任王志民共同出席會議並見證協議和備忘錄簽
署。彭清華表示，四川將與特區政府一道，把握
新時代內地與香港特區深化合作新機遇，共同推
動川港合作互利邁上新台階。林鄭月娥指出，川
港雙方聚焦重點合作領域，以創新、務實的方式
「成熟一項推一項」 ，一定能夠開創優勢互補、
互利共贏的合作新格局。她透露，由現在開始至
2019年，將安排1000名香港青少年到四川體驗
川蜀文化。

【大公報訊】記者李兵成都報道： 「香港協助四川重建的
過程十分辛苦，但大家都堅持把事情做好，這是一種 『能辦事
』的香港精神。」在 「5．12援建過去．現在．未來分享會」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要繼續傳承好這份 「能辦事」
的精神，前景才能一定會更好，對國家的貢獻亦更大。

昨日下午，林鄭月娥一行到訪了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災後與重建管理學院、香港城市大學成都研究院，並出席由發展
局主辦的 「5．12援建過去．現在．未來分享會」。

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時，林鄭月娥任香港發展局局長，
負責災後重建工作。林鄭月娥介紹，當時可以選擇 「寫支票」
的方式，捐錢進行援助；或者以 「交鑰匙」的方式，即是帶工
人到當地建設。但是，最後選擇了一種 「獨特」的方法，由特
區政府出資四川承建，過程中並未完全放手， 「從設計到標書
和監督都全程參與，讓香港建築經驗滲透進援建工程之中。」

港生親切拉手邀自拍
隨後，林鄭月娥還分享了參與重建帶來的啟發，她強調前

期規劃很重要。例如，在協助重建連接映秀至卧龍的303省道上
，最初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以及急於重建好這條 「生命線」
，結果該道路連續兩次受到泥石流的破壞，先後建了三次。她
認為，若一開始能看得通透，便應以較貴的方式興建，所以 「
急是沒有用的」。她亦指出，基建應可持續發展，好的基建還
需好的管理。

在四川大學黨委書記王建國、校長李言榮帶領下，林鄭月
娥在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與重建管理學院C區大廳聽
取了項目介紹與成果匯報。林鄭月娥其後又參觀了災害教育研
究中心及國家緊急醫學救援綜合基地，工作人員現場演示VR/
AR培訓系統。當走進災害護理實驗室，一批來自香港的學生正
在老師的指導下練習使用滅火器，見林鄭月娥走進教室，一位大
膽的學生親切拉住她的手，邀請她與同學們自拍。

在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與重建管理學院參觀結束
後，林鄭月娥一行來到香港城市大學成都研究院，出席了該院
「藝創空間」開幕式。

林鄭：要傳承能辦事援川精神

▲在川港生邀林鄭月娥一同拍照 政府新聞處圖片▲在彭清華、林鄭月娥、張曉明、王志民的見證下，川港代表共同簽署川港合
作會議機制安排和備忘錄 政府新聞處圖片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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