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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中聯辦領導落區為愛國治港者提供榜樣
新中國成立72周

年前夕，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再次深入基
層，先後走訪慰問香
港漁民、創業青年、

社區居民、臨街商舖和 「籠屋」 住戶，傳
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了解
民眾疾苦，聽取意見建議。

這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國慶期間 「落
區聆聽 同心同行」 活動的開場。據悉，在
未來一周，中聯辦官員將分頭深入基層社
區，了解市民所需所想，以實現更密切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更主動服務香港市民的
初心。這樣的活動更會常態化進行。

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順利產生， 「愛
國者治港」 原則落實的新形勢下，駱主任
深入基層，聆聽民心，為香港特區治理者
們提供了一個榜樣和啟示，包括通過解決

治港觀念、方法與責任問題，實現良政善
治，令香港發展和民生進步。

首先，駱主任提醒治港者，解決香港
深層次問題，需要解決為了誰的問題。這
是最基本的治港理念。在面對民眾住房困
境，駱惠寧表示，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
涉及土地、規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
根本的、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
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他還特別強調， 「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普通
老百姓過好日子。只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
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好！」

駱主任講出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經
驗中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人民利益高於
一切。施政的出發點是人民，落腳點也是
人民。同時他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香港深
層次問題久拖不決的根本原因。觀念不解

決，任何困難都難以克服。多年來，香港
政府以 「小政府」 自居，把大量的經濟民
生問題推給市場，任由市場 「自由」 主導。
資本以追逐最大利益為目的，最終的結果
是市場調節失效，民眾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經濟民生問題積累，導致民怨增加，一旦
出現 「政治火花」 ，便一點就着。這方面
香港的教訓深刻，必須從根源解決。

真正了解市民所思所盼

同時政府內有一些人，抱持 「打一份
工」 的心態，甚至沒有古代中國的九品芝
蔴官 「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的執政自覺。對於民生只有抽象概念，因
而在政策制定，民生安排上， 「不走心」 ，
「堅離地」 ，特別是面對 「泛政治化」 的
壓力，更是畏首畏尾，不敢作為。

解決觀念問題，還需要解決方法問題。
駱惠寧多次落區，提示愛國治港者，既是
執政為民，就必須深入民眾，了解真實社
情，感受民眾疾苦，並從民眾中獲得解決
困難的力量。

第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一
條，就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國家實現整體脫貧，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的路上，走遍了全國最貧困的地
區。2020年，即便是疫情肆虐，習近平主
席依然到十多個省市考察調研，平均每個
月至少深入一個省市，到基層看企業、訪
農戶問民生。駱主任秉持的就是共產黨的
這一優良傳統。

落區深入基層不是作秀，不是政治化
妝。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
身」 。治港者需要真正及時了解群眾所思
所盼，掌握客觀實際，才能做到耳聰目明、

心中有數。也只有真實地深入基層，體察
民情，對基層的困難才可能感同身受，才
會有更大的勇氣和動力推動問題解決，也
才可能拉近官員與市民的距離，在治理中
獲得民眾支持。正如有市民說，聽人講是
沒有用的，真正來這些劏房籠屋視察，才
是最切實的現況。

第三，治港者必須有責任擔當，才能
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解市民所困，
也才能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克服萬難
的能量。

駱主任再次深入基層，向基層傳達中
央對香港一以貫之的關愛和支持，強調 「香
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着中央的心」 。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如何發揮自身的努力，
不負中央期望，是治港者需要思考的。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理事

國慶前夕，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再次
深入基層探訪。他在
9月30日先後走訪慰
問了香港漁民、創業

青年、社區居民、臨街商舖和 「籠屋」 住
戶，傳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
聆聽市民聲音。

香港市民都知道，中聯辦做事絕不離
地。尤其是自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以來，
他已經多次親自落區考察民情、聆聽民意。
去年2月17日，他走訪在港中資企業，實
地調研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市場
供應、金融紓困等工作；同年2月28日，
駱主任又到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緊急防疫觀
察中心視察，看望工程建設者。令人最印
象深刻的是去年國慶日，駱主任探訪了將
所有積蓄都捐予內地抗疫的吳璧嫻婆婆以
及深水埗劏房住戶……活動反映出中聯辦

不僅重視社會各界代表性人士意見，更重
視直接聽取基層市民呼聲；也反映出中聯
辦 「貼地」 務實、關心基層、以民為本，
值得點讚。

「香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着中
央的心。」 最令香港市民動容的是，在
駱主任落區考察期間，當他聽到有長者表
示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太長、有病的老人等
不起時，即表示應該把更多中企動員起來，
提供更多醫療服務；當他看到旺角的「籠屋」
住戶擠迫的居住環境時，直言心情十分沉
重，指出「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題」既
是中央的關切，也是廣大市民的期盼。

駱主任的一系列活動，都足以證明：
中央一直心繫香港，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
中央都一直放在心上，這實在令基層市民
感到窩心。

更令人欣喜的是，駱主任今次的基層
走訪，只是中聯辦國慶期間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活動的開場。中聯辦幹部將在
未來一周深入基層社區，了解市民生活，
傾聽市民心聲。這樣的活動以後還會常態
化，意味着，香港市民將來會有更多機會，
與中聯辦交流和反映意見。同時，落區視
察亦定會令中聯辦更加客觀準確地掌握民
情和社會現況，有助中央精準地採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動和支持特區政府解
決香港經濟民生方面的深層次問題。

駱主任強調，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經濟
民生， 「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過
好日子，只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
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好！」 的確，香
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完善特區選制，令香
港恢復生機；目前，市民無一不希望能搞
好經濟，改善民生。我相信，在中央的大
力支持下，只要特區政府勵精圖治，市民
齊心向前，香港一定會發展得更好！

立法會議員













































香港也要保護管理運用好紅色資源

特區政府近日
發布《香港營商環境
報告》，報告以 「優
勢獨特 機遇無限」
為題，令人對香江未

來的發展滿懷期待。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
及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終於回歸金融中
心的正軌，各行各業重整旗鼓，眾多民生
難題亟待改善，社會各界熱切期望特區
政府拿出魄力和擔當，緊抓機遇、發揮
優勢、積極作為，帶領香港突破目前的困
境。

最近幾年，香港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
的挑戰，經濟增速持續走低。國安法實施
後，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但困擾香港經濟
的突出問題以及未來潛在的風險仍不容忽
視，梳理如下：

一、全球疫情進入常態化，推動安全
通關刻不容緩。

過去一年多，剛走出 「黑暴」 泥沼的
各行各業，又遭遇新冠疫情重創。尤其是
零售、酒店、航空、飲食等與消費及旅遊
相關的行業，更是雪上加霜、百上加斤。

本人樂見特區代表早前與內地代表就
防疫抗疫策略和研究逐步恢復內地與香港
通關事宜交換意見，但香港自身一定要提
高防疫抗疫能力，學習借鑒內地成功的思

路及經驗，做到滴水不漏，不會給內地帶
來防疫風險，恢復通關才有可能取得實質
進展。

二、住房難題無法解決，人才流失值
得關注。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創新引領的科
技革命日新月異，綜合競爭力說到底是人
才競爭。唯安居方能樂業，香港一直高企
的房價，以及欠缺吸引力的人才入境政策，
令不少境外高端人才對香港敬而遠之。不
僅對外吸引人才乏力，香港本土人才亦面
對流失風險。有研究報告指出，未來五年
近25%港青計劃離港就業，包括創新科技
等行業預料會出現明顯的人才短缺，情況
堪憂。

三、執政者需要更具擔當、更有作為，
切實改善民生。

困擾香港多年的住房、就業、養老、
貧富懸殊等一系列民生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很大程度是因為當局沒有足夠魄力去推動
改革及發展。例如住房問題，有數據顯示，
經過一百多年的開發建設，目前香港已開
發土地只有275平方公里，佔土地總面積
比例為24.9%，遠低於內地大中城市。按
一般原理，增加土地、多建房屋就可以壓
低房價。但由於土地涉及多方利益，而當
局過去都只是以委員會、諮詢架構徵詢意

見，拖拖拉拉很多年，卻無法增加土地供
應、解決住房難問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對 「治港者」 提出的五個要求，值
得每一位從政者檢討、改進。除了要堅守
愛國愛港的原則底線，還要做到為民、盡
責，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
問題，不僅要看立場態度，更要看能力。
要做到消除痼疾、衝破藩籬，逢山能開
路、遇水能架橋，更重要的是要 「勇擔
當、敢碰硬、善作為」 ，相信這也是民心
所望。

四、年輕人亟需調整心態、積極融入。
近幾年中央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前海方案》等，香港是大
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有近水樓台之利，
應緊抓機遇、發揮優勢、積極融入發展。
香港的未來發展靠的是所有年輕人。但必
須承認的是，部分年輕人欠缺國家觀念和
身份認同，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大灣
區的積極性仍然不高，更有些人拒絕學
普通話、簡體字，甚至不辦理回鄉證。

香港的未來在青年，背靠祖國共謀發
展，亟需年輕人轉變心態，真正去認同及
融入內地。這就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從青
年教育、兩地交流等方面進行持續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勇擔當 敢碰硬 齊為香江謀未來

台申入CPTPP目的在於謀獨
9月22日，台灣

「經濟部次長」 陳正
祺稱，台灣已正式遞
交加入《全面與進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CPTPP）申請。此後，蔡英文用日
文發文宣稱，從2016年就任以來，已籌備
此事五年，準備好接受所有規則。對此，
有網民認為，蔡英文這種 「馬後炮」 的 「超
前部署」 根本無法讓人相信， 「醉翁之意
不在酒」 ，目的還是以經貿為由拓展所謂
「國際空間」 、進行謀 「獨」 活動。在大
陸申請加入CPTPP後也申請加入，實際上
是在充當 「攪屎棍」 的角色。

去年11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
頻方式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其中釋放出
一個重要信號， 「中方將積極考慮加入全
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今年
9月16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向CPTPP保存
方新西蘭貿易與出口增長部長奧康納提交
了中國正式申請加入CPTPP的書面信函。
兩國部長還舉行了電話會議，就中方正式
申請加入的有關後續工作進行了溝通。

然而，接着詭異的事發生了：9月22日，
台灣 「經濟部次長」 陳正祺稱，台灣已正
式遞交加入CPTPP申請，蔡英文用日文發
文聲稱， 「自從擔任 『總統』 以來，一直
在準備參加這種高級別的貿易協定」 「我
們願意接受所有規則，並願意加入TPP」 。
最後，蔡英文還不忘諂媚日本： 「我希望
我的日本朋友支持這項努力。」

台灣選擇在大陸申請加入CPTPP後，
也申請加入，目的無非有三：一是以此干
擾大陸正常加入CPTPP協定，充當 「攪屎
棍」 角色；二是以經貿為由拓展所謂 「國
際空間」 ，進行謀 「獨」 活動；三是刷 「存
在感」 ，拿並不存在的 「超前部署」 忽悠
島內民眾。說到底，蔡英文當局 「醉翁之
意不在酒」 ，而在乎謀 「獨」 。

台灣申請加入CPTPP後，日本外務大
臣茂木敏充表示，日本歡迎台灣地區申請
加入CPTPP，並宣稱，台灣是 「日本極其
重要的夥伴，雙方擁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
等」 ，東京將 「基於戰略觀點和公眾的理
解」 對台灣旨在加入該組織的努力作出回
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日本經
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今等也表示，日本歡

迎台灣申請加入CPTPP。
事實上，日本早就想拉攏台灣加入

CPTPP。據英國媒體報道，日本一位外交
官對於台灣遲遲不正式申請加入CPTPP，
甚至還表示抱怨。日本拉攏台灣加入
CPTPP，眼前的利益，無非是獲取台灣解
除對日本核災區福島縣等地食品的輸入限
制；而從長遠看，日本則是想通過台灣加
入CPTPP，給兩岸交流製造麻煩，為中國
實現統一設置障礙，一段時間以來，日方
在台灣問題上接連出現消極動向也說明了
這一點。

CPTPP協定本是成員國對貿易保護主
義做出的回應。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區域經
濟合作，必須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日
本作為我建交國，表態歡迎與台灣地區商

簽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議，嚴重
違背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也給中日
關係帶來嚴重干擾。

可悲的是，蔡英文當局根本不顧人民
的健康，繼此前 「萊豬」 「賣台」 後，這
次又要 「核食」 「賣台」 。但需要指出的
是，蔡英文當局以開放日本 「核食」 進口
換取進入CPTPP純屬一廂情願，因為
CPTPP新會員的加入，不可能日本一國
說了就算，何況對日本而言，開放 「核
食」 恐怕也不會是台灣加入CPTPP的唯
一必要條件。台當局以人民的健康為價
值，到頭來恐怕只會充當一個 「攪屎棍」
的角色，最終落得個 「竹籃子打水──一
場空」 的下場。

上海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博士

昨日出版的第
19期《求是》雜誌
發表了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的重要

文章《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
努力創造無愧於歷史和人民的新業
績》。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指出，
紅色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鮮亮的底色，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
里的廣袤大地上紅色資源星羅棋布，
在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百年
奮鬥的偉大歷程中紅色血脈代代相傳。
每一個歷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
每一種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
都代表着我們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取
得的重大成就，展現了我們黨的夢想
和追求、情懷和擔當、犧牲和奉獻，
匯聚成我們黨的紅色血脈。紅色血脈
是中國共產黨政治本色的集中體現，
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源
泉。

香港作為 「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
的廣袤大地上」 的重要一員，作為中
共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
一個重要特殊陣地，也分布着重要的
「紅色資源」 ，也存續着寶貴的 「紅
色血脈」 。而由於香港近代以來特殊
的歷史經歷，而使許多香港市民並不
知道中共與香港長期所形成的緊密血
肉關係，並不知道中共成立百年來的
各個歷史時期對香港發展的領導、關
愛與支持，並不知道中共對於當前香
港所實行的「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和
領導地位。而這些在當前香港實現由
亂及治、由治及興的重要時期，在特
區政府團結廣大愛國愛港力量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實現良政善治的重要時
期，則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如果走近中國近代史和中共的歷
史，我們會發現香港擁有很多中共歷
史上的重要紅色資源。在香港發生的
中共領導的重要歷史事件有海員大罷
工、省港大罷工、東江縱隊抗日鬥爭、
民主黨派聯名支持新政協等等，中共
在香港設立的重要機構有八路軍駐港
辦事處、聯合行、新華社香港分社等，
中共在香港活動、工作的重要領導有
林偉民、蘇兆徵、羅登賢、廖承志等，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後
領導人也經常指導香港工作並與香港

當地代表人士交朋友。
上述發生在香港的中共相關事件

和人物活動，都從一個側面代表着中
共走過的光輝歷程、取得的重大成就，
展現了中共的夢想和追求、情懷和擔
當、犧牲和奉獻，匯聚成紅色血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還強調指出，
紅色資源是我們黨艱辛而輝煌奮鬥歷
程的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一
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
運用好。

香港當前正處在由亂及治、由治
及興的新發展階段上，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人士要敢於擔當、勇於作為，
切實把中共在香港的紅色資源保護好、
管理好、運用好。

科學保護 強化教育功能

一是要加強科學保護。紅色資源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貴資源，
保護是首要任務。特區要盡早制定工
作計劃，撥出專款，委託專門團隊，
深入開展紅色資源專項調查，加強紅
色遺址、革命文物保護工作，統籌好
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本體保護
和周邊保護、單點保護和集群保護等。

二是要開展系統研究。特區政府
及相關高校和智庫，要統籌研究力量，
強化研究規劃，積極開展相關資料的
搶救、徵集和研究工作，加強革命歷
史事件和人物研究，深入挖掘紅色資
源背後的思想內涵。

三是要打造精品展陳。堅持政治
性、思想性、藝術性相統一，把好導
向、聚焦主題，用史實說話，着力打
造高質量精品展陳，重點對中共在香
港領導的重要事件和在港活動工作的
重要歷史人物策展，要兼顧注意全面
性和專題性、全國性和在地性的統一。

四是要強化教育功能。圍繞革命、
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
重大節點，研究確定一批重要標識地，
講好故事，彰顯時代特色，使之成為
教育人、激勵人、塑造人的大學校。
要設計符合香港青少年認知特點的教
育活動，建設富有香港特色的中共史
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思想道德教育。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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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 香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