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冬分享了今年兩會的三個特點：一是成果豐碩，
今年全國兩會先後審議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
常委會工作報告、全國政協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審查了計劃報告和
預算報告，審議通過了外商投資法；二是舉世矚目，今
年的全國兩會牢牢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目光，從出席兩會
的媒體記者數量就可見一斑；三是牽動香港，港區代表
委員踴躍建言獻策，提出了許多高質量的提案和建議，
累積發言189人次，平均每場14.5人次，提出建議193件
，四位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修改建議獲採納。

他特別指出，兩位港區委員李慧琼及凌友詩的大
會發言，感染了在場的委員、引起了共鳴，令人為之

振奮。
兩會三個亮點則包括：習總書記六到團組發表重要

講話，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政府工作報告求真務實，聚
焦高品質發展；《外商投資法》順利通過。陳冬認為，
習總書記參加文藝社科界政協委員聯會討論的關鍵詞是
「培根鑄魂」，指出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

魂」，而香港的 「魂」就是 「愛國愛港」，若一個人不
愛國不愛港，就是 「失魂落魄」。

陳冬特別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他引述韓正副總
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用了
「三個前所未有」概括大灣區建設的良好態勢：中央的

重視程度前所未有；三地參與熱情前所未有；改革開放

的歷史條件前所未有。
陳冬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共提及

四大中心城市272次，其中香港佔102次，可見香港在大
灣區建設中的 「主場」和 「主角」地位清晰，而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後提出多項便利港人措施，包
括 「港人港稅」安排，可見中央對香港的特殊關愛。

籲青年團體把握四個着力點
陳冬鼓勵港青把握大灣區機遇，寄語香港青年團體

和青年領袖要圍繞青年關切，響應青年訴求，在支持幫
助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中把握好四個着力點：一是擴大
交流，創造更多機會讓香港青年走進大灣區；二是項目

帶動，使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發展 「有得問、有得靠、有
得幫」；三是基地依託，建立更多香港青年服務平台，
助力香港青年創業創新；四是政策落實，幫助打通 「最
後一公里」，提升青年參與度和獲得感。

分享會有近400人參加，包括中聯辦社聯部副部
長黎寶忠、各主辦及協辦單位的社團領袖、青年代表
等。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忻總結會議
時表示，希望與會者能把握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等發
展機遇，勇於承擔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使命，充分發揮 「
獅子山下精神」，為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穩定、富強，
貢獻力量。

【大公報訊】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
港菁英會、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及香港僑界社
團聯合會青年委員會，3月22日聯合舉辦
全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中聯辦副主任
陳冬出席並分享了今年兩會特點及亮點。
他指出，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的 「主場」
和 「主角」 地位清晰，未來參與大灣區建
設還將得到國家的進一步支持，勉勵港青
「一馬當先」 ，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陳冬勉港青一馬當先共建灣區
福建社團聯會等舉辦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

明日大嶼公營房屋享海景
【大公報訊】 「明日大嶼」計劃預計

最快2032年有首批居民入伙，發展局局長
黃偉綸表示，屆時最多有約二百公頃土地
已經填好，面積跟東涌擴展區差不多，有
道路接駁港島，鐵路亦可望在居民入住後
三至五年內落成。人工島七成是公營房屋
，除出租公屋外，還包括居屋、首置盤，
享有海景的機會很大。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明天開會討論
「明日大嶼」中部水域填海規劃及工程研

究，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接受電視台訪
問時表示，人工島會分階段填海，安排或
會對首批入伙的居民造成不便，但相信不
會影響入住意欲。

黃偉綸強調，人工島可提供一個整全
的社區規劃，不應只着眼於興建時的不便
， 「交椅洲有個好處，我諗無論喺邊個位
置，你見到海景嘅機會都係大」。人工島
可提供最多26萬個住宅單位，當中七成是
公營房屋，黃偉綸稱，擬建公營房屋除出
租公屋外，還包括居屋、首置盤，不擔心
會成為 「貧窮社區」。

黃偉綸：鐵路發展已提早規劃
交通方面，他預料居民入住時，人工

島已有道路接駁港島，但鐵路涉及海底沉
箱等較複雜的工程，最快要居民入住後三
至五年才竣工。

他解釋，過往新發展區人口需達20萬
至30萬，才會考慮鐵路發展， 「現在已提
前咗20幾年。」

政府初步估算 「明日大嶼」的發展成
本約為6240億元，外界關注政府能否承擔
，黃偉綸解釋除人工島以外，估算亦包括
其他項目，如小蠔灣、欣澳填海，以及興
建接駁人工島的基建等，當中的屯門西岸
鐵路其實是服務新界西北居民。

他續引用測量師學會估算，人工島的
賣地收益可達逾萬億元，足以 「回本」，
而且成本分多年攤分，每年支出僅數百億
，相信不會令財政預算出現赤字，而大幅
度開支料將於2025年開始。

【大公報訊】討論多年的自願醫保計
劃即將全面推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在網誌表示，由保險公司提供的首批
自願醫保認可產品會於四月一日起面世，
供消費者選購。

陳肇始透露，保險業界對自願醫保的
反應十分積極，獲自願醫保計劃辦事處批
准的保險產品申請，已於本月初開始陸續
接獲通知。食物及衛生局將於本月底舉行
自願醫保計劃啟動儀式，屆時會一併公布
自願醫保計劃的產品提供者名單及首批認

可產品。
根據計劃，保險公司須保證自願醫保

的認可產品可續保至受保人100歲，且不得
按個別受保人健康狀況的轉變而調整保費
，同時不設終身保障限額，及承保範圍擴
大至涵蓋投保時未知的已有疾病和日間手
術（包括內窺鏡檢查）等。

保費可扣稅 上限八千元
為提供額外誘因鼓勵市民購買自願醫

保認可產品，納稅人在四月一日起為自己

及指明親屬繳付保單保費，可作稅務扣除
。每名受保人的最高保費扣除額為8000元
，指明親屬的數目不設上限，每名受保人
的保單數量亦不設上限。

陳肇始又表示，在自願醫保計劃下，
基本保障部分需採用標準的保單條款和細
則，以及最低保障範圍和金額，為消費者
提供有規範的醫保產品，令他們更安心購
買保險保障，在有需要時可選擇使用私營
醫療服務，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長遠
壓力。

陳肇始：首批自願醫保產品下月一日面世

【大公報訊】記者林海莹報道：粵港
澳晉商產業促進會昨日舉辦成立典禮暨 「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分享論壇。商
務部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秘書長強宏指出
， 「一帶一路」重點將在大通道建設和樞
紐建設方面發力，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體
系和航運系統，商業網絡遍布亞太地乃至
全球，是 「一帶一路」重要的資本市場。

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強宏表示，根據《關於支持香港全面

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香港將聚焦金融與投資、基礎建設與航運
、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同、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加強對接合作於爭議解決
服務等，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多元化融
資渠道，同時發揮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的地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推動基於香港平台發展的綠色債券市場。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
理局香港辦事處總經理黃麗芳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將構建世界第一的灣區品牌，科
技創新是大灣區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大
灣區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熱土和高科技
產業的集聚地。不過，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一直是大灣區創新科技的短板，與日本約
70%、歐美國家約30%至40%的成果轉化率
相比，中國僅約10%的轉化率，仍有很大
提升空間。

粵港澳晉商產業促進會創會會長游錦
榮稱，促進會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充分發揮粵港澳晉商的綜合優勢，深化晉
商在粵港澳的聯繫合作。山西有很多知名
的商人例如百度公司創始人李彥宏等，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法律
和司法制度、高效的專業服務、大量專業
和管理人才，可為山西企業提供 「引進來
、走出去」的平台。

粵港澳晉商產業促進會助建一帶一路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道：香港富
陽同鄉會昨日舉辦 「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
禮暨2019年新春聯誼會」。中聯辦台灣事
務部副部長曾繁信，富陽區委常委、統戰
部長陳平，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等出
席主禮，與逾百位會員及嘉賓歡聚一堂。
蟬聯會長的何興富表示，將繼續加強調研
和考察工作，為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出資出力，加強富港兩地交

流合作。
陳平和謝偉銓應邀致辭，兩人高度肯

定同鄉會成立四年以來，對家鄉及香港社
會作出的貢獻，相信在何興富會長帶領下
，同鄉會繼續加強與家鄉的聯繫，推動鄉
親回鄉投資考察，做好兩地溝通的橋樑，
共同促進兩地的繁榮發展。

隨後，陳平向新一屆理事頒發了聘書
。主禮嘉賓還有杭州旅港同鄉會會長徐道
睦、香港杭州商會會長邱建林。

富陽同鄉會推動富港兩地交流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梁靖怡報道： 「雖
然媽媽只是一名清潔工，我不會引以為恥
，反而很為她自豪。」十八歲的林曦，昨
天成為 「青苗十大進步獎」的十一名獲獎
者之一，在台上分享時激動地哭了，表示
只想對媽媽說一聲 「我愛你」。

林曦現就讀中四，年紀比一般同學大
，人生經歷堪稱 「波瀾壯闊」。她原本在
廣東茂名讀書，卻在14歲時輟學，去到深

圳打工，酒吧環境複雜，三年間她遇上形
形色色的人，不乏一些壞男子。幸好，她
遇到社工，醒覺要 「回頭是岸」。

「自己打工後，才體會到媽媽一日打
兩份工的辛酸，媽媽做的是清潔工，我不
會引為羞恥，反而很為她自豪。」得到明愛
培立學校的蔡孟蓮老師的開導，她重拾課
本，更得以擔任風紀隊長。她說現在自己
的目標是完成中學課程，希望以後創業。

另一方面，長期目睹嚴重的家暴，令
就讀基朗中學中五的林依玲患上抑鬱症，
對得心應手的考卷也未能寫出片言隻語。
幸好，她獲得身兼中學副校長的文學老師
的啟導，走出情緒的幽谷，重見陽光。依
玲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老師。

「青苗學界進步獎」自1991年舉辦至
今，已有逾19萬名同學獲此嘉許，今次獲
獎學生達6230人。

青苗學界進步獎6230學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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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勉勵青年團體
把握四個着力點，助推灣區建設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菁英會、香港潮州商會青年委員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青年委員會及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青年委員會，聯合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

◀ 「青苗
學界進步
獎」 頒獎
典禮在香
港公開大
學舉行

▲香港富陽同鄉會舉辦 「第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2019年新春聯誼會」 ，主禮嘉
賓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