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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體現國家港澳政策系統性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感謝
總理在報告中先後提及香港，並重申
國家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
國兩制」 、 「港人治港」 、 「澳人治
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反映國家繼
續是香港的強大後盾，會給予香港無
限支持。

全國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經
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中央一直是
香港最堅強後盾，支持及關心香港最
新情況，而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後，香港社會回復穩定，
現時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要團結一
致，把 「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
的任務」 。

援建方艙送物資 關愛香港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
容永祺指出，中央支持港澳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事實上，中央及時支援香港抗
疫，從協助香港興建方艙醫院，至
運送醫用物資、日用品到港，充分
突顯中央對香港關切之情，相信有
着國家作為香港的強力後盾，香港將
與祖國同心同德，未來發展將繼續向
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
中央及時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已突顯
中央對香港的關切之情，並把香港市
民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加上在醫用
物資、日用品、援建方艙醫院、隔離
設施等方面大力支援，香港社會各界
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也責無旁貸，必
全力動員一切可動員的力量，團結一
致共同抗疫，絕不能成為國家的疫情
缺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會長蔡毅指出，工作報告簡短

務實，在經濟方面，尤其是對中小企
業的扶持及就業問題，亦提到將採取
諸多措施。蔡毅表示，今年同上年基
調一致，重申 「一國兩制」 、全面管
治權和 「愛國者治港」 是再次體現中
央對香港的支持。

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表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乾貨滿滿」 ，
五大亮點涉及經濟發展、企業支援、
科技創新、醫療服務及 「愛國者治
港」 尤為引人矚目。

報告中提到會為企業提供稅費的
大力支持，以減稅降費的 「減法」 來
為企業發展做加法。其實香港目前面
臨的情況也異常相似，香港也可借鑒
為企業適當減免稅務或個稅，令企業

和個人受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眼科專科醫

生林順潮表示，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未來要更好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他續
說，市民普遍缺乏對國家的正確認知
和足夠了解，顯示國民教育方面所作
不足，未來要普及化、全面化國民教
育，加強與內地的交流溝通，對貫徹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起到關鍵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佘德聰就如何更好
地落實 「愛國者治港」 提出建議，認
為特區政府可以加強香港公務員體系
的頂層設計工作，完善公務員的選拔
制度。同時加強公務員的在職
培訓，增強國家觀念，
提高施政能力等。

▲內地鐵路援港班列
早前到港，班列裝載
防疫物資逾50噸，助
香港打疫戰。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香港青衣
方艙醫院用了一個星期建成，創
造奇跡。

有國家支持 加倍努力打贏疫戰
代表委員：中央援港措施 最強力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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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仍
心繫香港疫情狀況，一同為香港市民打氣加油。
陳勇代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表示，代表團經過
很多天的隔離檢測，排除一切的困難，終於來到

人民大會堂，參加今年的兩會。 「我們會把香港的民心、民意
帶過來，助力香港再出發，也希望香港能夠雨過天晴，盡快成
功打贏疫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說，幾經辛苦經過在深圳的隔
離，很高興能夠出席人大的開幕會，相信在中央和國家的支持
下，香港一定可以走出困境，能夠如今日北京的天氣一樣晴空
萬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應生表示， 「我們人大代表在北京祝
福香港市民早日走出困境，香港加油！」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報道：民建
聯昨日舉行網上記者會，多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解讀政府工作報告，認為工作報告
體現了國家經濟建設的成就和以人民為中
心的執政理念，同時點明了對 「一國兩
制」 的堅定承諾。他們表示，未來將堅定
履責，維護 「一國兩制」 在香港行穩致
遠，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聯會務顧
問譚耀宗表示，雖然政府工作報告中涉港
文字不多，但已將重點概括了出來。報告

中點明中央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
亦體現 「愛國者治港」 是中央的大政方
針，不會改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創會成員
葉國謙說，看到報告提出要 「堅持政府過
緊日子」 ，令他體會到報告以人民為中心
的執政理念。報告明確提出要 「加強數字
政府建設，推動政務資料共用」 ，這是政
府社會管理職能理念的轉變，也是現代公
共管理的要求。 「十四五」 規劃中，明確
提出要建立 「數字中國」 ，大數據管理可

以有效推進政府辦事的效率與透明度，並
且有效的杜絕了權力的濫用，將權力鎖在
了數字的牢籠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勇說，面對變化莫測的國際形勢，政
府工作報告以 「穩」 、 「保」 二字貫穿
全文。而對於香港社會十分關心的報告
中涉港內容，他認為雖然報告中涉港篇
幅不長，但體現了國家港澳政策的系統性
和連續性，為香港市民注入了信心和力
量。

港區人大代表團 在京為港抗疫打氣

花絮

部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因疫情未能赴北京
出席兩會，或留港組織抗疫工作、或需延長在
深圳的隔離期，其中還包括了原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團的團長馬逢國及副團長黃玉山、盧瑞

安。不過，特事可以特辦，分處三地的代表們昨日首次通過
視像會議的形式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大概有18個人去唔到（北京），我哋三個就自己商量，唔
好嘥咗機會，不如網上開會，大家一齊討論、交流。」 黃玉
山告訴記者，這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首次自行發起視像會
議，近日提出後各位代表反響熱烈，紛紛加入昨日的會議。

「疫情啱啱開始時候，大家為咗減少聚集，對視像會議
形式已經多有接觸，所以技術上冇太大難度。」 他說，每一
位代表都非常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積極踴躍發言，對政府
工作報告發表自己的看法，因而會議時長超過兩小時，大大
超出預期。他又說，會議中有安排工作人員記錄討論重點，
整理後再統一上交， 「將社會意見轉達給中央，就係人大代
表應盡嘅責任。」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

兩會
直擊

未能參會代表 線上審議報告

倡港與衞健委建上傳機制

深港河套實施創新政策

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在重
大傳播疾病防控的管理方面，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林龍安在提交的
人大代表建議中表示，香港要完
善突發傳染病監測預警機制，與
內地衞健委建立上傳機制，打通
香港和內地對傳染病監測系統的
對接，探索建立資源共享機制；
利用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手段建
立傳染病智能化預警系統，形成
大數據，對傳染病的監測、評
估、預警和反應，共同制定反應
措施。

林龍安表示，要善用緊急法
與內地探討制定觸發機制。例如
在重大疫情、自然災害時穩定供
港物資的供應，特別是在進出口
清關、專列調度、水路和陸路運
輸等方面形成應急方案；制定內

地專家、醫生、護士、護理員等
在港臨時執業、工作的資格和指
引；制定許可在特別情況下，容
許未在港註冊中成藥於重大傳染
病情況下使用。觸發機制具體制
定可由中央負責，由特區政府官
員落實跟進。

他亦建議由香港以及內地專
家、部門領導共同組成指揮中
心，遵循科學抗疫的原則，聽從
專家建議制定統一指揮、統一協
調、統一調度的抗疫決策機制，
避免資源錯配的情況；加強香港
和鄰近內地城市合作，補齊香港
醫院檢測能力不足、治療和隔離
設施短缺的情況，在重大傳染疾
病防控過程中，建立長效、快速
的合作反應機制，紓緩香港面對
重大疾控的醫療壓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在
提交的人大代表建議中表示，要
在深港河套實施創新政策，策動
港深合作發展生物科技，亦要制
訂大灣區工業政策，倡設前海時
裝品牌區。他建議，加快推動香
港加入RCEP，並積極考慮加入
CPTPP。

陳亨利說，要加強深港河套
統籌協調，賦予深圳園區綜合授
權；加強中央、廣東省，以及港
深兩地政府資金協同支持生物科
研；銜接兩地生物科技相關體制
機制；允許 「港澳藥械通」 產品
臨床數據應用於藥監局申請、促
進其他藥械臨床試驗；深港河套
應便利兩地生物材料和科研儀器
流通。

此外，由頂層推動訂立 「大
灣區工業政策」 ，令各城市合理
分工，為工業、特定優勢行業，
如紡織、製衣業等，訂明未來5
年、10年的目標及具體措施。鼓
勵內地、港澳以至國際的服飾品
牌進駐前海，並成立區域總部，
將文化、服飾和品牌連結一起，
營造一個極具時尚氣色氛圍的區
域，藉以立足灣區，推動灣區品
牌走向國際，打造吸引人且享譽
海內外銷售熱點。

陳亨利認為，應鼓勵港企加
強與內企對接 「併船出海」 ，用
好港商在東南亞的營商經驗，與
內企共同開拓銷售東盟、 「一帶
一路」 市場，助力中國品牌 「走
出去」 。

代表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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