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组版:何素 美编:颜建明 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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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完善香港立法等词条成为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
点，来自港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各自提交的议案和提案中积极建言献策，携手内地同心同行迈入新时代。

完善香港立法 推进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关注后疫情时代命题

港区代表委员带来这些谏言提案

自 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深
圳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波顿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王明凡代表港澳人士提交了多
份高质量提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今年两会，王明凡结合时下社会热点，
聚焦疫情后经济复苏、粤港澳大湾区医疗
一体化、跨省异地就医等话题，准备了三份
提案赴京。

“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在全
球的蔓延，稳经济、稳就业的关键就是稳消
费，消费金融对促进消费的支持作用巨大，
同时也成为将消费潜能转化为发展动能的
重要推动力。”在《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金融
潜力，加快推进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提案》中，
王明凡建议建立和完善消费金融法律体系，
加强市场监管。同时，探索建立“消费金融
创新示范区”，为持牌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
开展合作提供空间，并希望政府出台疫情期
间“消费金融”阶段性政策，有效激活贷款机
构、金融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也
让王明凡对如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
健康事业协同发展有了进一步思考。在《关
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力推进医疗一体化的提
案》里，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如能充分
合作，不但能为大湾区的居民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甚至可以辐射周边地区。王明凡呼
吁，一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传染病/疾病防
控技术人才交流培训，支持港澳医师、护士、
药剂师等在大湾区内开展执业活动等，开展
联合会诊；二是建立人才联合培养合作机
制，共同建立成粤港澳卫生人才专家库；三
是制定粤港澳地区重大传染病/疾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四是开通三地
互联网诊疗、医联体远程会诊、家庭健康管
理、嵌入式医疗基地等服务。

不管是激发消费金融潜力，还是加强医
疗建设方面的建议，王明凡提交的三份提案
皆紧扣后疫情时代社会发展的命题，为助力
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参考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王明凡：

紧扣后疫情时代命题
聚焦大湾区医疗协同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
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长期往来于深
港两地，作为青年创新创业“引路人”的他尤其
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相关话题，今年两
会，洪为民就湾区产学研合作、区域协同发展
等问题提交了三份卓有见地的提案建议。

“创新科技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
要引擎，大湾区要做到国际一流湾区，成为全
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球重要创新中心，必须
要答好产学研合作这张考卷。”洪为民针对这
一主题，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合作》提
案中建议，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建立“开放式产业创新”生态，以企业为主体，
让市场“拉”动创新。他还建议，立足深圳打造
服务湾区的应用研究及转化平台，并引进香港
及国际大学和面向产业的研究机构一同合作，
加强产学研机构的紧密联系。

针对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的估值以及风
险难以达成共识的痛点，洪为民呼吁设立知识
产权交易平台、估值公司、知识产权投资的创
投公司。在培养人才及高端人才交流方面，他
鼓励“产学旋转门”文化，让大学教授多“下海”
将技术商业化。同时，洪为民还在提案中表示
应支持大湾区的产学研机构多与不同地区或
国家合作，推动学者、学生、企业家、研究员的
交流，做到中国在国际重要技术（如通讯、运算
技术等）领域不缺席，打造国家创科优势。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协同发展方
面，洪为民表示，大湾区急需要制度及规则衔
接，以打造更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由此他提
交了《借鉴港澳管治模式打造大湾区营商环境
的战略趋同》的提案。“建议建设湾区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实
现湾区‘一网通办’，优化政务流程，促进政务
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
协同。”提案中，洪为民从成立以市为本位的专
业组织、优化审批制度、提升营商软环境、建立
湾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设立大湾区商
业信用评级机制及数据库等多个方面入手，为
粤港澳大湾区打通行政、人才、制度、服务等壁
垒提供了积极可行的对策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洪为民：

点燃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引擎
打造国家创科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深圳社团总会会长邓
清河一直以来以维护祖国统一、推动“一国两
制”为宗旨，积极投身于深港两地的交往交流之
中。怎样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如何维护香港
长治久安？今年两会，邓清河围绕这两大话题
形成提案，给出了具体建议。

根据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设
想，2030年前让中医药走进校园。在邓清河看
来，在香港加快推动普及中医药知识，推动中医药
教育，增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课程的比重，
将是重塑香港学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他在《关
于推动中医药知识纳入香港基础教育、传承弘扬
中医药文化的提案》中提出，在香港推广中医药教
育，应做好教材编写审定工作，规范和创新并重，
教材编写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同时结合香港
特色，在守正创新中推进新时代中医药文化。

他建议，从小学开始，针对不同年龄层优化
中医药教育，以不同形式教授课程及考核课程，
并向中医药授课老师提供特别培训。期望通过
中医药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增强香港青少年的
中华文化认同感。同时，培育领域内青年人才，
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发展，助推中医药以香港
为平台，更好地走向世界。

今年全国两会宣布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消息
发出后，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邓
清河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运行了近 23年，香
港出现的“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和去年以
来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均
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缺位有关，疫情之下
国安风险再次增加，更凸显了立法之急迫。

“现在推23条立法符合民心，因为广大民众
在‘修例风波’中清楚看到了‘港独’和境外势力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23条立法是人心所向。在维
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香港稳定繁荣时，就
需要迎难而上，坚定决心和敢作敢为。”邓清河在
《关于推动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提案》中建
议，中央政府不仅要根据宪法与基本法敦促特区
政府推动23条立法，也要成立专门的国安机构，
专项负责协调和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邓清河：

以法治港
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制
图
：
颜
建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