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填海年輕人不介意住劏房？
施政報告提出填海1700公頃的 「明

日大嶼」引起廣泛討論，林鄭月娥昨日
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有調查指逾四成人
反對計劃時稱，香港是多元、自由社會
，很難建立全面共識，施政亦沒有完美
方案，但土地供應問題已討論一段日子
，若為香港好，就不能蹉跎歲月。

林鄭重申填海無法迴避
林鄭月娥續稱，公屋輪候的情況已

惡化至5.5年，政府有責任回應輪候公屋
市民的訴求，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雖然
未正式交報告，但初步觀察已提出土地
供應三大重要原則，包括 「刻不容緩」
、 「多管齊下」和 「未雨綢繆」，填海
是無辦法可迴避。她又提到，坊間對填
海的回應好多元化，某程度視乎調查的
問題如何設置，如果發問的方法是提出
棕地可如何發展，之後問是否支持填海
，結果就會是支持先發展棕地。但她認
為，政府比較掌握土地需求、供應時間
及規劃等資訊，有責任跟社會解說清楚
。她重申，填海要經過特定的規劃及諮
詢程序， 「我們不是說明天填海或者明

年填海，但今日不規劃，便難以滿足到
未雨綢繆的最大要求」。

38名經濟學者早前聯署支持 「明日
大嶼」，並形容計劃是 「上佳的社會投
資」，有份聯署的嶺大校長鄭國漢在該
校最新一期校方刊物《南嶺風騷》撰文
提到，反對填海理由甚多， 「給我一個
跟現實世界落差巨大的印象：填海造地
是一個陌生的新事物」，但香港自1987
年以來「據說」填海面積超過7000公頃，
新加坡過去50年填海更接近14000公頃。

鄭國漢稱，有人說新世代年輕人認
為環境保護和天氣變化比經濟發展更重
要，所以反對填海造地，但他反問： 「
年輕人真的不介意住劏房嗎？香港經濟
沒有足夠土地支持以保持競爭力，他們
真的可以找到像樣的工作和賺取足夠的
基本生活費嗎？」他又說，在他接觸的
年輕人中還沒有人因為環保而願意住劏
房或者犧牲自己的事業發展，而社會亦
要考慮其他人如中年人及老年人利益。

至於有人批評 「倒錢落海」，他認
為坊間估算的萬億元成本沒有任何根據
，且忽視了填海獲得的土地有其價值。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延長至5.5年，到達19年新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土地供應不足是公認的事實，要解決房屋土地問題，填海是無法
迴避，強調香港不可以再蹉跎歲月。早前有份聯署支持 「明日大嶼」 計
劃的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撰文，反駁反對填海造地的理由，直斥部分理
由是標籤式、口號式批評，並反問： 「年輕人真的不介意住劏房嗎？」

鄭國漢撐明日大嶼撰文駁斥口號式批評

港珠澳大橋口岸簽合作備忘房協分租計劃申請少
陳家樂：將提優化方案
【大公報訊】房屋協會以試驗

性質推出的 「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
出租計劃」，九月推出以來，截至
昨日僅收到9宗業主及40宗租戶申
請。房協主席陳家樂承認，計劃反
應不算熱烈，房協正就計劃進行網
上問卷調查，暫時收到的數百份意
見書中，70%住戶建議出租整個單
位，30%住戶就希望能放寬租戶的
申請資格。

陳家樂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房協當初曾
考慮容許出租整個單位，
但遭質疑或會違反資助房
屋的原意。房協將提前一
、兩個月為計劃進行檢討
，預期明年上半年向政府

提交優化方案。至於長者業主大樓
換細樓先導計劃，需要考慮較多因
素及細節，會於下半年提出建議。

對於公屋輪候時間增至5.5年
，陳家樂稱，房協未來會增建長者
屋，並希望在過渡性房屋上多做工
夫，但慨嘆 「巧婦難為無米炊」，
房協暫時未覓到合適屋邨作改裝過
渡房屋之用。

▶陳家樂指出，房協將
提前檢討 「未補價資助
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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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供組商質化公眾意見

【大公報訊】港珠澳大橋採
「三地三檢」，粵港澳三地海關

加強合作。國家海關總署廣東分
署主任李書玉、香港海關關長鄧
以海、澳門海關關長黃有力昨日
於拱北，共同簽署海關總署與香
港海關、澳門海關開展港珠澳大
橋口岸合作互助備忘錄，主要措

施包括建立三地海關的口岸聯絡
機制；把目前已在香港及深圳口
岸實施的 「跨境一鎖」快速通關
模式，應用於港珠澳大橋的香港
與珠海口岸；實施三地海關查驗
結果參考互認合作，提高通關效
率；以及開展三地海關於不同領
域的調查及執法合作。

【大公報訊】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下月底前要向政府提交最後報告
，昨日開會討論如何處理公眾諮詢
期間所收集的 「質化」意見。 「質
化」意見涉及120萬條來自188場公
眾活動的公眾意見。已 「量化」意
見分析中最多人支持發展棕地。

消息透露，小組成員普遍認為
由於收集到的意見數量眾多，即使
有團體就個別議題發展聯署或意圖
製造民意，預料亦不會左右最後結

果，諮詢結果較能代表社會廣泛意
見。昨日會議花了較長時間討論報
告應如何鋪陳諮詢期間收到的數據
及意見以及應否加入小組的判斷。

有意見認為，小組由不同專業
及界別的人士組成，理應在公眾意
見層面上加上判斷，否則當初毋須
成立小組；但有聲音擔心，小組成
員未必100%反映公眾意見，數據會
「原汁原味」公開，加入判斷恐怕

被質疑有小組有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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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天
在接見港澳慶祝改革開放代表團時，全面總
結了港澳同胞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六大作用
：一是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二是市場經濟
的示範作用，三是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四
是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五是先行先試的試
點作用，六是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 「六大
作用」的高度評價，深刻闡述了港澳與國家
改革開放大業的密切關係，充分彰顯了港澳
在國家改革開放歷程中的關鍵作用，再次說
明了港澳在國家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
政府對港澳同胞參與改革開放給予如此高的
評價，感人至深，發人深思。綜觀改革開放
40年波瀾壯闊歷程，港澳同胞與祖國內地同
心謀改革、攜手破難題，源於 「三個高度認
同」：港澳同胞 「敢為人先」源於對改革開
放的高度認同；港澳作用 「不可替代」，源
於對 「一國兩制」的高度認同； 「港澳活力
元素」貫穿始終，源於對共命運、同發展的
高度認同。古語云：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
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港澳同胞與
祖國內地血脈相連，恩德相結，知己知心，
為改革開放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高度認同改革開放
港澳同胞對習主席的工作履歷十分熟悉

。習主席先後在福建、浙江、上海這些改革

開放的 「前沿陣地」工作多年，到中央工作
以後，也曾分管港澳工作，對改革開放歷程
中的 「港澳貢獻」瞭如指掌，如數家珍。習
主席說，港澳同胞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發揮
了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創造了許多 「全國
第一」，比如內地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
合資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第一
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等。習主席還特別提到霍
英東先生、何鴻燊先生率先到內地投資，高
度讚揚他們 「敢為人先」的精神。

回顧40年前，歷經了10年 「文革」浩劫
的中國內地，百業凋敝，百廢待興，與香港
一河之隔的深圳，愈演愈烈的 「逃港」風潮
，曾令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倍感痛
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
！改革是改變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關鍵一招！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
了這一點，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決支持毗
鄰港澳的廣東省率先改革開放， 「殺出一條
血路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幕由此拉開！

霍英東、何鴻燊等諸位前賢之所以敢於
做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正是源於對改革
開放的高度認同。雖然他們與內地長期隔絕
，但同為炎黃子孫，他們深知，造就了五千
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不可能一蹶不振。中
華民族有着生生不息、愈挫愈奮的頑強生命
力，中國人民具有偉大的創造精神、奮鬥精
神、團結精神和夢想精神，衝破封閉，擺脫
貧困，實現富裕，走向強盛，是中國的必然
選擇。第一批投資內地的港澳企業，很難說
他們對具體項目有精準的論證，但他們與內
地同胞 「心有靈犀」，都瞄準了一個共同目

標：改革開放。憑着習主席說的 「拳拳赤子
心、殷殷愛國情」，不計成本，不畏艱難，
不顧風險，主動投身改革開放的滾滾洪流。

高度認同「一國兩制」
習主席指出，港澳同胞在參與國家改革

開放中發揮了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
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
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城
市管理的借鑒作用，語重心長地稱這些作用
是 「不可替代的」。港澳同胞之所以能夠發
揮好 「不可替代的作用」，源於對 「一國兩
制」的高度認同。

「一國兩制」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偉大
創造，是 「中國智慧」的集中體現，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魅力所在，它既解決了香港
、澳門主權回歸的歷史難題，又保持了香港
、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還為港澳長遠發展
港澳創造了獨特優勢。 「一國兩制」從構想
到實踐，得到了港澳同胞的高度認同。正緣
於此，港澳不僅實現了順利回歸，港澳同胞
還積極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主動參與改
革開放，實現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共同
發展。比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香
港逐步將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地區，一方面
推動了自身的產業升級，建成了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另一方面推動了珠三角製
造業的發展，助推內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
。再比如，依託內地的廣闊市場和自身開放
經驗，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推動
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在 「服務國家
」中成就自我。還有，國家在實行開放政策

中，有不少政策對香港、澳門先行先試，積
累經驗之後再逐步推廣。這既促進了國家對
外開放，又有效控制了風險，也為香港、澳
門發展提供了先機。

「一國兩制」以其超乎尋常的包容性，
贏得了港澳同胞的高度認同，以其前所未有
的優越性，得到了港澳同胞的廣泛支持和真
心實踐。 「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為港澳
同胞在國家改革開放發揮 「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供了最大機遇。

高度認同共同命運
習主席指出： 「國家改革開放從一開始

就注入了香港、澳門活力元素。40年來，港
澳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的
、持續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的。」
這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坐標來觀察，對 「港
澳作用」做出的高度評價。

綜觀國家改革開放40年歷程，誠如習主
席所說的， 「港澳作用」確實呈現出 「開創
性、持續性」和 「深層次、多領域」的特點
。我們僅舉一例：從上海虹橋機場引進香港
國際機場管理理念，到北京、廣州、深圳地
鐵建設和管理借鑒香港地鐵的先進經驗，就
可以看到港澳同胞充分發揮了城市管理的借
鑒作用。

「六大作用」也完全體現出許多港澳同
胞對國家進步發展的忠貞不渝和滿腔熱血。
習主席在接見港澳代表團時親切地向全體團
員提到： 「梁振英先生1978年就到深圳、上
海等地免費舉辦西方土地經濟管理制度的講
座，1987年參與編寫了深圳第一份也是全國

第一份土地拍賣中英文標書」。對此，已經
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先生，昨天在
上海出席滬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作主旨演講
時，滿懷情感地說： 「40年的改革開放，我
躬逢其盛，有機會和上海並肩工作，履行國
民責任，報效國家，是我畢生的榮幸！」
一 「畢生的榮幸」，梁振英先生說出了多
少港澳先賢、精英、有識之士的堅定信念和
心聲。

港澳的 「活力元素」之所以能夠貫穿改
革開放40年的全過程，分布在經濟發展、社
會管理等多領域，正是源於港澳同胞對與祖
國共命運、同發展高度認同。香港曾經躋身
「亞洲四小龍」，是世界知名的自由港；澳

門是國際化城市，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但
香港、澳門都是規模較小的經濟體，順風或
可揚帆遠航，逆風可能前途莫測，港澳同胞
深刻認識到 「背靠大樹好乘涼」這個樸素而
深刻的道理，港澳只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才能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
地。與祖國內地同呼吸共命運、同發展共進
步，這是港澳特區的主流民意，雖有風風雨
雨，但堅定不可動搖！

習主席對港澳同胞 「六大作用」的高度
評價，將激發港澳同胞以更大熱忱參與國家
下一個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與祖國人民同
心協力、一起打拚，共擔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
榮光！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港區
上海市政協常委）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粵港澳三地海關簽署港珠澳大橋口岸合作互助備忘錄

習主席全面總結港澳同胞改革開放作用催人奮進
─學習習主席接見港澳慶祝改革開放代表團重要講話系列評論之二

填海造地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 ▲

鄭國漢等38名經
濟學者早前形容 「明
日大嶼」 計劃是 「上
佳的社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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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在區區第六站屯門開幕
環境保護署 「綠在區區」計劃第六個社區環保站 「綠在屯門」

昨日開幕，由仁愛堂營辦，為期三年。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認為，項
目可在區內建立服務網絡，提供回收支援及推行環保教育活動，日
後有助垃圾徵費推行。 （大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