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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譚耀宗：未來還是退而不休
【 香 港 商 報

訊】兩會報道組
北京報道：在內
地 參 政 議 政 廿
載，已正式退下

戰線的譚耀宗直言，自己非常幸運，深度參與了兩
地發展，毫無遺憾，很欣慰後繼有人，未來還是會
退而不休，希望用自己的經驗繼續幫助後輩履行好
工作職責。他又認為，特首李家超上任後工作表現
突出，坦言提名他出選是正確選擇，希望他未來多
聽意見，多與內地合作溝通。

時 光 飛 逝
如 電 ， 2023
年 的 全 國 兩
會 轉 眼 已 至
尾 聲 。 全 國

兩會歷來是媒體角逐之地。因為今年是換屆之
年，又是中共二十大以及三年疫情之後的一屆兩
會，所以備受各方矚目。但如此特殊的兩會，以
往需要十天半月的會程，今年壓縮至八天半，十
分緊湊。而對媒體來說，既不同於疫前又有別於
疫中，處於半開放狀態。這樣一來，大大增加了
媒體的採訪難度。

不過，由於準備充分，這對我們香港商報來說
反而是一次 「逆襲」 機會。今年，我們和極具實
力的新媒體平台讀特一起在京開設全國兩會融媒
會客廳。在大灣區背景下，港深合作已成常態，
之前雙方一起開設港深合作頻道，還被特首李家
超點讚過，可謂早有默契，所以今次合作算是水
到渠成。在中外媒體一擁而上的兩會上，我們這
個裝備齊全的會客廳，堪稱是一場 「實力秀」 ，
不僅讓嘉賓們看到我們實力非凡，也令很多同行
心生艷羨。不到10天時間，就有近40位代表委員
以及社會知名人士接受我們的獨家採訪，他們或
視頻連線，或親臨會客廳，興味盎然，侃侃而
談。

雖然日程滿滿，但對這些名流大咖的採訪過程
卻別有樂趣。優雅美麗的何超瓊打出生起就活在
多少羨慕嫉妒的目光中，她居然說自己算是 「居
無定所」 ，因為有太多城市邀請她去參觀考察，
有太多工作要做， 「永遠在路上」 算是一種別樣
的幸福麽？不過，她亦承認： 「如果父親在世，
一定會為我感到驕傲。」 另一位 「豪門清流」 霍
啟剛也是從小就生活在聚光燈下，但沒想到視頻
連線中的他頗有幾分靦腆，他會很坦誠地告訴我
們，為了讓自己在全國兩會小組發言時顯得有水
平一些，每晚要看很多文件做準備，比如說地方
政府財政預算，以前在政協都沒有接觸過，一沓
四五百頁厚文件，看完了就很有收獲。大灣區
「001號」 律師何君堯，雖然是第一次上會，但卻

是媒體 「團寵」 。他一共帶來五份提案，有三份
是第一提案人，三份中又有兩份已獲得立案，另
有一份還在研究中，這份成績對於 「新丁」 來說
已屬不易。還有美了一輩子的鄺美雲小姐，在鏡
頭裏狀態超好，美貌與智商都在線。快人快語的
姚志勝十分爽朗，經常在採訪中開懷大笑。意氣
風發的李慧琼在成為香港最年輕的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後，承諾全力以赴，履職盡責；德高望重
的譚耀宗在交棒後，仍不忘初心，情懇意切。除
了代表委員，還有國瓷大師黃春茂、軍旅作家柳
建國、知名學者譚雅玲等嘉賓做客會客廳，以
「外圍眼光」 解讀今年兩會。
這真是一次豐盛又盡興的兩會之旅！雖然盛會

有終時，但新聞無盡期，每一次的結束又將是新
的出發…… 香港商報記者 徐艷瓊

桃李春風
又一年

全國兩會進入尾聲，十四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於今日閉
幕，會議順利選舉產生新一屆

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和組成人員。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全票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正是人
民共同的期望和選擇，眾望所歸，深信在習主席的
帶領下，全國必將上下一心、昂首闊步、奮勇前
進，加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大有可為，
須抓住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機遇，踔厲奮發，全面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
展，創造風光無限的美好未來。

今年乃全面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兩
會確定了全年經濟發展的多項目標，強調要 「牢牢
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 ，提出加快實現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等具體
要求，並就力擴大內需、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
資等八方面作出部署。隨新一屆國家領導班子履
職，必將為中國扎實推進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
義現代化」 這一目標開創全新局面。

對香港來說，國家正朝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
在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模式迭代、文明形態創新大
格局中，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 「發揮自身
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必將是大有可為的新時
代。全國兩會期間，涉港議題一直備受關注，習主
席親切與列席開幕會議的李家超特首示意問好，顯

見對香港的關心厚愛。而從政府工作報告內容，到
趙樂際、王滬寧等中央領導會見港代港委時講話
等，均顯對香港寄望甚殷，將繼續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擺在重要位置，發出信號清晰強烈。香港
各界亦備受鼓舞，增強了對未來的信心。

香港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
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只要緊跟國家發展大
目標，踩準國家走向的每一個步點，就能有更好的
發展。最重要是靠自身的加倍努力和積極作為，認
真思考如何把獨特角色和優勢力量放到國家發展的
大局中去發揮，真正做到既是參與者，也是受益
者，建設好國家、建設好香港。例如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出國家要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有效防範

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
港，就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和貢獻。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全力推動社會復常、
經濟復蘇，主動對接 「十四五」 規劃，攜手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提出多項提振經濟、改善民生的計劃
及藍圖，並 「以結果為目標」 的理念扎實推進，成
效有目共睹。李家超率領8名局長將在兩會結束後
即拜會中央部委及機構，時長一周，就不同政策交
換意見，以結合香港實際，爭取更多支持，展現了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態度，以及雷厲風行的做
事風格，令人讚賞。相信有國家堅定支持，加上香
港奮發有為，發揮好 「內通外聯」 的角色，香港必
能乘勢而上，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新力量，迎來自
身新飛躍。

中國式現代化 香港風光無限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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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雪峰、馮煒強報道：近日，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立法法修正草案，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真參與了代
表小組審議。作為憲法研究人士，梁美芬感到很激
動。她認為，立法法修正彰顯了國家憲法權威，是向
外界詮釋介紹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講好中國法治故
事的一個好機會。此外，她還建議大灣區建一站式安
老醫療系統，建議設立 「一帶一路」國際學生專項服
務。

梁美芬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是規範國
家立法制度、立法活動和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統一的重
要憲法性法律，時隔七年後再次修訂，是中國法治取
得巨大進步的體現，在中國司法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因此建議應多加宣傳備案審查制度。

談及香港的法制，梁美芬表示，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金融制度、貿易制度的優勢，並屬於普
通法系，對於外資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香港吸引的
外資企業，未來可以進一步引入整個大灣區，助力國

家的發展。她又指出，知識產權保障深受海外投資者
關切，而今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
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水平，將有助增加國際
投資者投資中國的信心。

此外，梁美芬還建議大灣區建設一站式安老醫療系
統，她表示若能達至公營醫療一站通，長者就不用為
了一些公營醫療服務而花雙程交通及時間精力回港就
醫，對紓緩香港人口老化造成的公營醫療需求增長亦
有好處。她還建議設立 「一帶一路」國際學生專項服
務。她認為透過香港為國家流入更多 「一帶一路」青
年人才，將成為國家創造人才紅利的重要路徑。

滿足感來源於工作成就
正在北京列席人大會議的譚耀宗接受本報記者連線

採訪時坦言，過去五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生涯非
常難忘，兩個月就要上京開一次會，期間碰上了三年
疫情，經常要隔離，有時候長達兩個禮拜，真係不容
易。譚耀宗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每個時期都深度地參
與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對他自己成長也很有幫助。
「我沒有什麼遺憾，只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坦言，
「工作上的成就，這就是我最大的滿足感。」
有人為他被美國制裁抱不平，但他自己卻覺得是一

種肯定， 「美國政府的做法，更加證明了我維護國家
安全的表現是對的，影響到他們的戰略和部署。」譚
耀宗說道。

回望數十年的從政生涯，譚耀宗最深刻的就是香港
回歸，自己親身參與了基本法起草， 「一開始還不太
懂，但是後來看到基本法的影響力有多厲害。」他認

為工作中最有挑戰的是，2019年修例風波後，參與了
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 「雖然從政幾十年有好
多事情，但當時香港的處境確實是比較艱難，人身安
全都成問題了，國安法出台後，香港才恢復平靜。」

將幫後輩繼續做貢獻
除了工作有成就有意義，譚耀宗最高興的是看到民

建聯人才輩出， 「立法會有19個人，10個人去了政
府，7個人當選人大代表，9個人做了政協委員，現在
李慧琼又做了人大常委。」他如數家珍， 「我們的參
與是全方位的，能為國家和香港培養人才，感到非常
高興，也對他們非常放心。」

雖然卸任人大常委，但譚耀宗決定退而不休，還會
繼續為兩地政策研究做貢獻。他會出任港澳研究協會
會長，繼續做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 「應該比之
前輕鬆一些，但也不會很得閑。」他坦言，自己沒有
什麼特別的心愿， 「我現在這個階段，就想幫一些後

輩履行好他們的工作職責，用我的經驗幫助他們！」

助選李家超是正確選擇
疫情消卻，香港逐步復常，譚耀宗坦言，特首李家

超的工作很突出，整個團隊的表現也很好，那是否代
表當時他提名的眼光獨到呢？ 「這是肯定的，雖然協
助他競選的那幾個月很辛苦，但是為香港找到一位合
適的行政長官，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很好，我感到很欣
慰。」他希望李家超繼續多聽取意見，加快步伐多與
內地溝通合作。

談到香港未來的發展，譚耀宗表示，疫情三年對經
濟的影響很大，未來香港需要先打好自身的基礎，鞏
固幾個中心的建設。雖然背靠祖國，但也要發揮香港
獨特的優勢， 「要有別於內地其他的城市，發揮 『一
國兩制』帶給我們的優勢。內地做得好的地方我們要
學習，很多政策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再向
全國擴展，未來一定要加強溝通與合作。」

譚耀宗（左）接受本報記者連線採訪。

【香港商報訊】兩會報道組北京報道：昨
日，今年全國兩會 「部長通道」第三次開啟。
三位部門 「掌門人」分別圍繞經濟和糧食安全
及體育等話題答問，透露各自領域下一階段的
「施工圖」。
展望今年經濟形勢，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表

示，對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實現5%左右的增
長預期目標充滿信心。 「信心來自兩方面，一
是對經濟發展基本面的判斷；二是對今年兩個
多月以來經濟運行基本態勢的觀察。」康義分
析稱，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人均水平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明顯，有充足的勞動力供應，有很好的生產要
素條件，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展望未
來，他強調，中國將繼續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
主線，更好地統籌處理發展質量和速度，推動
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堅持質量第
一、效益優先，不斷推動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好
轉和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在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看來，牢牢守住
18 億畝耕地紅線，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
鍵之舉。他強調，今年將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
護制度，首先要做好以下三件事。一是要穩住
總量。18.65億畝耕地和15.46億畝永久基本農
田保護目標任務，要保持到2035年不變。接
下來將逐級分解下達，落實到圖斑和地塊。二
是要優化布局。今年將採取耕地經濟獎懲措
施，促使南方部分省份有序恢復一部分流失的
優質耕地，有效遏制 「北糧南運」勢頭進一步
加劇。三是要落實或壓實責任。落實耕地保護
黨政同責、終身追責，簽訂耕地保護責任書，
每年進行考核，突破耕地紅線的要一票否決。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表示，從中國體育
發展歷史看，中國足球、籃球、排球 「三大
球」，特別是女子項目，在世界上均取得過佳
績。 「但實事求是地講，較長一段時間以來，
中國 『三大球』，特別是男子項目發展不盡如

人意，男子足球水平更是一路下滑。足球業內甚或出
現了諸多亂象。」他強調，下一步將從思想教育、作
風建設、深化改革等方面系統施治，聚焦當前 「三大
球」工作中存在的精神不振、正氣不足、作風不硬等
突出問題，堅決打擊、嚴厲懲處足球和其他領域的腐
敗和假賭黑。

王軍、徐豔瓊、李曉穎、林彬彬、張宇、
胡薇、黃雪峰、馮煒強、楊淩雲、張麗
娟、謝燁挺、蔡易成、相銘

香港商報兩會報道組

五年人大常委生涯無遺憾

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選出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第十四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已由第十四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2023 年3月5日表決通過，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監察和司

法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
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
農村委員會、社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委員已由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於2023年3月12日表決通過。

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機構

民族委員會

憲法和法律委員會

監察和司法委員會

財政經濟委員會

教科文衛委員會

外事委員會

華僑委員會

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

農業與農村委員會

社會建設委員會

主任委員

巴音朝魯
（蒙古族）

信春鷹（女）

楊曉超

鍾 山

雒樹剛

婁勤儉

于偉國

鹿心社

杜家毫

楊振武

副主任委員

王志民 安兆慶（錫伯族） 肖開提·依明（維吾爾族）
沙爾合提·阿汗（哈薩克族） 白尚成（回族） 黃俊華（壯族）
苻彩香（女，黎族） 林 銳

黃 明 袁曙宏 沈春耀 何 平 叢 斌 徐 輝 王洪祥 駱 源
周光權

邱學強 張 軒（女） 李鉞鋒 王建武 蔣卓慶 彭金輝（彝族）
谷振春 高友東

郭樹清 沈金龍 史耀斌 翁傑明 田國立 陳雨露 于春生 安立佳
謝經榮

鄭衛平 許達哲 侯建國 李靜海 張道宏 田學軍 古小玉
楊關林（錫伯族）王希勤

傅自應 周亞寧 郝 平 王 超 郭 雷 許甘露 王 可

黃志賢 李玉妹（女） 萬立駿 丁來杭 鄭建閩 曹鴻鳴

鄂竟平 于忠福 李錦斌 布小林（女，蒙古族） 呂忠梅（女）
王 宏 呂彩霞（女）

李紀恆 蔣超良 范驍駿 江金權 段春華 王 剛 唐華俊 鄧秀新

宋秀岩（女） 袁譽柏 秦生祥 景漢朝 譚天星 孫菊生
李 勇（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 劉 偉 汪鐵民 （據新華社）

梁美芬：講好中國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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