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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在港深合作方面有逾10年
經驗，她強調，港深成功合作的關鍵在
於要把香港和深圳的發展放在一起看，
把香港和國家的發展放在一起看，只有
抱着這樣的取態和眼光，合作才能取得
成功。

邀過來人分享成功經驗
港深創科合作方面已有河套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但該區第一座大樓入伙最
快也要等三、四年。林鄭月娥指出，從
抓住合作機遇的角度看，既然深圳已經
緊鄰河套建設多於一個園區如福田保稅
區等，香港的創科企業可以先行入駐，
未來讓兩個園區的科研初創企業兩邊走
，這將是一個理想的安排。

吸引人才方面，特區政府將與深圳
商議推出 「聯合政策包」 ，在美國不合

理針對內地科技企業及華人人才之際，
吸引他們回流。特區政府也希望藉提供
教席、資源支持，吸納海外學者，讓他
們可帶着課題和研究生回來做研究。

林鄭月娥表示，希望藉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為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開拓
更廣闊空間。她說，香港在節目、舞台
設計、策展等多方面有高水平的軟實力
，認為要從心態和政策方面共同努力，
把香港 「軟件」 優勢帶入大灣區內地城
市，結合內地硬實力的優勢，服務更大
的市場。

金融上加強互聯互通
有見部分市民對於到大灣區等內地城

市發展存在誤解，特區政府未來會從宣傳
、教育、交流等多方面入手，並邀請已在
相關城市發展的過來人分享經驗，讓年輕

人感受到探索更多可能的機會。
至於本地的經濟復甦，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 「一定要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尋找經濟的新增長點」 。她月內將會赴
京，研商請求中央支持香港的多方面措
施，包括金融上加強互聯互通、爭取中
央支持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在中央助
力下令香港航空事業更快復甦等。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對社會恢復穩定的作用立竿見影，現
時大家只怕疫情。林鄭月娥坦言，大家
還要與病毒共存一段時間，但經歷過去
的抗疫工作，香港在供給保護裝備、檢
測能力、檢疫設施、隔離病床數目等方
面都有顯著的提升和加強。她相信假如
有第四波疫情，香港會有更強能力應對
；不過，她呼籲市民仍要保持防疫意識
，共同抗疫。

【大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指出，香
港面對的不是 「雙城記」 式的競爭，而是 「百駿競
逐」 的比拼。讓香港發展方向走在成功的途上，是
特區政府必須全力推動的事情。內地龐大的市場及
繼續對外開放將為香港經濟的恢復和增長提供龐大
機遇，香港要鎖定正確的發展方向，與大灣區內的
兄弟城市一起推動整個區域的全方位蓬勃發展。

陳茂波發表題為《互利合作 並駕齊驅》的網誌
，他指出，一直以來，不少人將香港與其他城市，
做不同類型的 「雙城記」 式比較。然而，香港面對
的不是 「雙城記」 式的競爭，而是 「百駿競逐」 的
比拼。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全力發展，力爭更多的資
金、人才、科技和尖端研究等生產要素匯聚，讓經
濟能多向度、多層次地蓬勃發展。

「讓香港發展方向走在成功的途上，是我們必
須全力推動的事情。」 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未必
能完全羅列出未來勝出的行業，卻能鎖定正確的發
展方向。陳茂波提到，過去內地改革開放之際，香
港準確把握內地的轉變和需要，走對自己的道路。
踏入2000年，香港在創科的發展與應用，出現失諸
交臂的情況。近幾年政府急起直追，最終能否發揮
優勢從後趕上，關鍵在於能否堅持對發展創科的決
心和承擔。

鎖定正確方向 堅持發展創科
陳茂波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將提供多元且發展

迅速的龐大市場，香港和大灣區內的兄弟城市都能
發揮重要的角色，推動整個大灣區的全方位蓬勃發

展。既可以為金融、科創、高端服務業和先
進製造業提供更完備、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也為區內居民提供一個宜居、宜業、宜遊、
環境優美、文化豐富的生活環境。

陳茂波表示，香港昔日的成功，除了因
為緊貼市場的發展與需要，也有賴港人不畏
困難、靈活變通的實踐態度。他對香港未來
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只要方向正確、與時
並進、前瞻部署，香港定可譜出燦爛篇章。
他認為，只要香港各界一起努力，在 「百花
競艷」 中繼續發揮好自身的獨特性和優勢，
並在謀求香港發展的同時，也促進大灣區內
兄弟城市的共同發展，香港仍會是造就傳奇
的城市。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為深圳發
展指明方向，也標誌着港深合作、香港融
入大灣區發展進入新階段。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正
研究從多個方面採取措施，加快推進與深
圳和大灣區的創科協同發展，包括推出 「
聯合政策包」 ，吸引海外、內地科企及華
人回流香港和深圳。同時，特區政府未來
會從宣傳、教育、交流等多方面入手，並
邀請已在相關城市發展的過來人分享經驗

，讓年輕人探索更多可能的
機會。

把時間專注在工作上
採訪當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精神飽滿，但

她笑言，自己 「有時累得眼睛都
睜不開」 。一向勤奮的她在上任
初期大刀闊斧推出多項政策，收
效甚佳，惟去年的修例風波，令
她遭遇擔任特首以來的最大挫
折。林鄭月娥坦言，打擊最大的
時候，是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對不
對。

不過，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長官，必須有堅定意志帶
領香港向前發展，她說，現時自
己已度過了那個階段，面對惡意

的攻擊會選擇 「唔睇」 ，把時間
專注在工作上，靠的就是 「問心
無愧」 四個字， 「我（做的）所
有事都是為香港好，也是為國家
好。」

至於之前到立法會作 「短問
短答」 的安排，林鄭月娥表示，
實行後沒有什麼有意義回報，不
會再考慮，希望將時間花在需要
積極處理的工作上， 「我代表了
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每次
入立法會，只是出現矛盾，甚至
被他們不好聽地說是侮辱，我為
何要做這些事呢？」
文匯報記者 柴婧、歐陽文倩

林鄭：深港研聯合政策包吸人才回流
將採多方面措施 推進大灣區創科協同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正研究
從多個方面採取措施，
加快推進與深圳和大灣
區的創科協同發展

特 稿

張建宗：
助青年認識國家刻不容緩
【大公報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18日在網

誌中指出，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幫
助青年人認識國家和融入國家發展刻不容緩，
特區政府希望學生認識、尊重和愛護自己國家
，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國民和公民，並加強
他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10月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必須積極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歷
史機遇，並豐富 「一國兩制」 的事業發展新實
踐。張建宗表示，講話提供了明確方向，對香
港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特殊意義。

張建宗指出，習近平主席要求深圳充分運
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
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
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
的向心力。近年來，不少香港學生
選擇到內地升學，至2020年7月，
在內地高校和研究院就讀的香港學
生約16200人。

他表示，為幫助學生認識國
家，建立國家觀念，特區政府教育
局一直籌辦或資助學校舉辦不同主
題的內地交流活動。

自2017/18學年起，教育局每
年提供約10萬個交流名額，足夠

讓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獲一次到內地交流
的機會，行程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及多個 「一帶
一路」 相關的內地城市，亦會安排學校探訪，
讓兩地學生愉快交流，共建友誼。

推國教是學校應有之責
張建宗強調，特區政府希望學生認識、尊

重和愛護自己國家，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國
民和公民，並加強他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
意識。推行國民教育是香港學校應有之責，他
期望學校會在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基礎上，做
好國歌及國家安全教育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
通過教師培訓、全方位學習活動、學與教資源
等多重進路，支援學校及教師。

優 勢 互 補
文匯報記者

柴婧、歐陽文倩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希望藉希望藉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為
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開拓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開拓
更廣闊空間更廣闊空間 文匯報圖片文匯報圖片

▲推行國民教育是香港學校應有之責。圖為教聯會黃楚標學
校在國慶假期舉行升旗禮

▲香港要發揮優勢從後趕上，關鍵在於堅持發展創科。圖為
香港科學園

▼林鄭月娥表示，港深成功合作的關鍵
在於要把香港和深圳的發展放在一起看

陳茂波：
香港面對百駿競逐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