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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10日與彭清華會面時表示，香港中聯辦
積極擔當川港合作的聯繫人和促進者，其中由中聯
辦支持和推動的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籌）（以下
簡稱 「促進會」）參與四川巴中市南江縣精準脫貧
攻堅工作，是香港中聯辦推動川港合作豐富內涵、
創新方式的一次探索。

上月25日至28日，促進會核心創會成員赴南江
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參觀雲頂茶鄉、紅光鎮葡萄採
摘園、興馬鄉金銀花種植基地、北極鄉南江黃羊種
場，並到貧困戶家中實地訪談。 「所到之處，我們
無不感受南江人民要求改變、希望脫貧、過上更美
好生活的熱切心情。」港區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
說。

把南江黃羊賣到香港市場
在考察中，考察團成員也看到了南江的豐富資

源和產業規模以及品牌可以做得更大的潛力和空間
。有成員驚嘆於南江縣高達66.5%的森林覆蓋率、
98.5%的綠化率以及與恐龍同時代的植物 「活化石」
——巴山水青岡，滿目蒼翠讓人心曠神怡；有成員
對南江縣已經通到村莊的水泥路和山頂的村莊也有
4G表示印象深刻；有成員則希望發揮優勢，把南江
縣的黃羊、茶葉、核桃等農產品賣到香港市場。

巴中市委書記羅增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巴
中是革命老區、秦巴山區、邊遠貧困地區，近年來

持續攻堅克難、下足 「繡花」功夫，年均減貧近10
萬人。

截至目前，全市還有貧困人口13.57萬人，脫貧
攻堅任務剩下的都是 「硬骨頭」。 「今年南江縣計
劃整體摘帽，脫貧攻堅任務艱巨繁重。」

「聚焦一點，兼顧一面」
赴巴中實地考察後，促進會確定以 「聚焦一點

，兼顧一面」為工作原則，參與巴中市南江縣相關
鄉鎮村的貧困戶精準扶貧工作，兼顧支持全縣產業
扶貧、教育技術扶貧、醫療扶貧等穩定脫貧工作。

根據昨日簽訂的備忘錄，促進會將設立3000萬
至5000萬元黃羊產業基金，資助南江在黃羊養殖、
研發、收購、品牌、市場推廣等全方位持久永續發
展；設立2000萬元基金支持關愛留守兒童的 「童伴
計劃」，並為校園基建提供啟動資金，資助家庭貧
困的大學生、科研人員和醫生培訓，並大力推動南
江縣與香港師生互動交流；設立300萬元醫療扶貧
基金，為南江縣患有白內障、青光眼的貧困村民免
費進行手術或治療，組織香港知名醫生和醫療培訓
機構到南江縣培訓醫生和護理人員等。

譚錦球表示，促進會將建立扶貧資金陽光運作
工作機制，確保扶貧資金用得其所， 「要嚴格按照
雙方確定的方向使用扶貧資金，確保資金及時到位
和有效運作，所有帳目均須公開透明。」

大公報記者向芸 成都報道

四川─香港投資與貿易合作交流會昨
日上午在成都舉行。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出
席並見證《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籌）參
與四川巴中南江縣精準扶貧合作備忘錄》
簽字儀式。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籌）會
長蔡加讚和巴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克克代
表雙方簽署。促進會擬籌集首期扶貧資金
一億元（人民幣，下同），支持南江縣在
2018年完成總共45個村、1.95萬人的脫貧
任務，實現整縣脫貧 「摘帽」 目標。

籌億元助南江脫貧
中聯辦支持推動 川港合作新探索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部署督辦的一場偉大戰役，以終結中華民族
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窮問題，這是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球華人的共同使命和心願。

今年 「兩會」期間，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武、譚錦球
、王惠貞、蔡加讚、黃少康等就發揮香港各界在打贏脫貧
攻堅戰作用聯名提案，得到全國政協和國務院扶貧辦高度
重視，獲列為重點提案。王志民主任了解到有關情況後，
對香港各界主動服務國家大局的熱情給予充分肯定，指示
中聯辦有關部門積極支持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
及工商企業家為主體籌組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並根據國
務院扶貧辦的推薦，將革命老區四川省巴中市南江縣作為
促進會首個扶貧點。

兩會重點提案 扶貧坐言起行

四月的大巴山，滿目蒼翠，生機盎然。
4月25日至27日，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

（籌）一行30餘人奔赴南江考察，尋求脫貧
攻堅的突破口和着力點，為後續扶貧項目落

地掃清障礙。
「新房很漂亮，住進新房開心嗎？」踩着泥濘的小

路，考察組一行來到南江縣黑潭鄉景坪村楊星玉的新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原副主任林
武與楊星玉攀談起來。

楊星玉介紹，他們一家五口原來住在山上，享受國
家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僅交了5000元便住進了120平方米
新居，去年還摘掉了貧困帽子。

走進貧困戶楊星奎的院落，他手裏拄着一根枴杖，
正端坐在自家的木板房前。得知老人身患多種疾病，僅
靠一個魚塘為生的情況後，考察團一行心情十分沉重。
「老楊一家的遭遇太不幸了，我要結對幫扶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宏安集團主席
鄧清河走出院落又立即轉身回來，做出上述表示。

走進興馬鎮廟坪村，漫山遍野的金銀花迎風招展，
一群衣着樸實的鄉村婦女正在田間辛勤勞作。聽說香港
的客人幫他們脫貧，熱情好客的村民立即端來當地特產
櫻桃、春茶等，令考察團團員感動不已。臨別時，村民
們放下手中的農活送別考察團一行，她們的臉上綻放着
對未來的期許和幸福的微笑。

在三天的行程中，考察團一行進村莊、入農戶、到
企業，對南江扶貧工作現狀以及茶葉、金銀花、葡萄、
黃羊等產業進行了詳細考察。

扶貧扶志 助農增收
「巴中地處大巴山腹地，封閉、不開放，交通問題

是脫貧的最大瓶頸。」在4月27日召開的座談會上，巴中
市委書記羅增斌表明，該市脫貧攻堅任務艱巨繁重。

如何將扶貧落到點子上？怎樣才能實現可持續？ 「
種花好看種菜好吃，扶貧不能像放煙花，只顧瞬間的漂
亮。」

林武說，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扶貧南江，不僅僅是
輸血還要增強造血功能，關鍵是要讓貧困戶的錢袋子持
續增收。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說，南江
黃羊是當地優勢產業，但體量太小、市場太窄，仍有很
大的潛力。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說，南江山清水秀風
光好，有獨特的自然資源，應加大推廣和宣傳吸引更多
海內外人士到巴中旅遊觀光、投資興業。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蔡加讚
認為，南江黃羊、茶葉、金銀花、葡萄等屬無污染的有
機特色農產品，可以考慮逐步進入香港市場。

港人援手助脫貧 巴山農婦笑開顏

韋 金

私人消費旺盛谷起經濟
今年首季香港經濟派出一份亮麗

成績單。在環球經濟向好之下，外部
與內部需求同時發力，尤其是私人消
費旺盛，拉動香港首季經濟增長步伐
加快至百分之四點七，為七年來最勁
的一季，比去年第四季的百分之三點
四增幅，顯著高出了一點三個百分點
，令經濟分析員大跌眼鏡！

香港經濟增速已連續六季高於過
去十年百分之二點七的平均增長率，
實在令人振奮，反映當局推動經濟新
增動能逐步見效，但仍要保持憂患意
識，提防國際政經不確定變數呈現突
變，包括貿易摩擦、貨幣政策收緊與
地緣政治局勢不穩，隨時令未來數季
香港經濟放緩。

目前最重要的是，乘着今年首季
經濟開局良好的形勢，香港應加快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配合 「一帶一
路」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繼港股引
入 「同股不同權」 新經濟股上市、科
技人才入境計劃與債券資助先導計劃
之後，期待更多有利於內地與香港融

合的政策與措施出台，經濟突破長期
低增長困局大有希望了！

內地作為香港經濟強大後盾，今
年首季經濟增長百分之六點八，保持
中高增長勢頭，並且更加着重增長質
量，成為香港經濟的定海神針，有助
強化香港經濟的 「抗震」 能力。

事實上，今年內地訪港旅客回復
雙位數增幅，帶挈旅遊與零售業持續
回暖，其中今年零售銷售總額有可能
重返一三年以來高峰水平，令零售業
風光重現。

更重要的是，港股將迎來新經濟
上市浪潮，恒生指數在三萬點附近密
密有買盤吸納，承接力甚強，北水流
入與A股將正式納入 「摩指」 成為催
化劑，令港股跑贏全球股市。至於住
宅樓市，在剛性需求支撐下，樓價不
斷破頂，產生強勁財富增值效應，刺
激今年首季私人消費支出按年急增百
分之八點六。

如果股市樓市繼續有
景，香港經濟可審慎樂觀。

川港合作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強大優勢
「川港合作會議」 第一次會議昨

日成功舉行，特區政府與四川省政府
同時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並在 「一
帶一路」 、科教、青年發展等十一個
領域達成共識，合作範疇之廣、力度
之大、模式之新，都是過去所未見的
。這不僅標誌着川港合作進入一個新
的階段，同時也意味着，香港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的角色、作用和定位得到
中央的高度認可與支持。

港人對四川一直抱有特殊的感情
，用林鄭特首的話說是 「川港交流素
來密切」 。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將兩
地民眾緊緊拉在一起，而其後的災後
重建工作，更是直接促進了兩地政府
的多方位合作。

但川港的合作，絕不僅僅局限於
災後重建，一個是中國西部最大的消
費市場和最具發展實力與潛力的地區
，一個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國際金融中
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經濟互補
性強，合作空間大，完全可以也應該
提升至新的更高更廣的層次。

昨日林鄭在致辭時強調了雙方未
來合作的三個方向：共同助力 「一帶
一路」 ，把握 「雙創」 發展機遇，促
進 「民心相通」 。而從其後所簽的協
議可見，既有宏觀國家戰略的參與，
也有特定的行業發展推動；既設有政
府間的高層次的合作會議，也有企業
間的多方位 「對接」 平台，更有民間
廣泛的交流機會。

尤其令人關注的是，推動兩地企
業建設 「策略夥伴關係」 、打造 「川
港設計創意產業園」 、 「創科孵化中
心」 ，以及明年推動一千名港青到四
川交流等，這些創新合作模式的落實
與推進，說明川港合作邁上了一個新
的台階。這對香港抓緊國家機遇，推
動港青融入國家發展，無疑都具有非
常積極的意義。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也是汶川
大地震十周年之際，川港合作提升至
新的層次，固然是兩地政府與人民的
共同推動，更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
結果。昨日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致辭時

傳達了中央領導支持香港的有關指示
精神，包括始終把堅持 「一國兩制」
方針作為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提；
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是要充分
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更加注重改善
民生，特別是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
在在的獲得感等等。

中央對香港的全力支持，再次從
中得到有力的驗證。而這幾點精神，
雖是從全局角度講的，但對成功推進
川港合作，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的
指導意義，須在實際工作中認真貫徹
執行。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有一句非
常精彩的話： 「川港合作交流機制是
兩地骨肉同胞在十年災後重建和衷共
濟、手足情深的結晶和昇華」 。有理
由相信，隨着全方位合作的推進，川
港合作交流必將提升到新水平，川港
合作一定能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歷史進程中譜寫出更加亮麗的新篇章
。而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人，也必將
能從中獲得更多更大的發揮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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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黃羊有望通過促進會銷售至香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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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扶貧促進會考察團（籌）與南江縣貧困戶
交談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村民臉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大公報記者李兵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