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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没
能到北京参加今年的
两会。他们有的在抗击
疫情前线，有的按疫情
防控要求接受隔离。身
处不一样的环境，相同
的是，委员们均在密切
地关注着两会，认真地
履行着职责。

因参与香港的抗疫工作而未能到京参
会，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
主任、香港九龙社团联会会长王惠贞心中有
些遗憾。但借助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
（以下简称委员履职App），她实现了全程远
程参会，“心都扑在了两会上，甚至感觉自己
就在现场！”

“近几年来，委员履职App的功能已非常
完善和便捷，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大会后，我可
以在平台下载报告，完全没影响资料的获取；
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小组讨论，但也可以通过履
职平台，发表看法和感受。”王惠贞忍不住为
委员履职App点赞道，她今年的提案都是通
过App提交，在平台上不仅可以查找往年的
提案资料，还可以邀请其他委员进行提案联
名，完全打破了参加两会的距离感。

在其提交的数件提案中，她有两件均是聚
焦粤港澳大湾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阶
段，我建议，可以借助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
势，进一步推动股权市场融合、债权市场融通、
循序渐进扩大跨境转让的资产类别、加快推动
金融科技应用等。”王惠贞说，同时，她也针对香
港市民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生活中遇到的相关
痛点给予精准建议，如在教育领域，鼓励在大
湾区内地城市建设港人子弟学校，进一步完善
相关课程衔接，为有意到内地城市设立港人子
弟学校的香港办学团体放宽准入等。

在香港参与抗疫的现场，王惠贞也切实感
受到了中央对香港的全力支援，并为之深深感
动。“短短数日，已有三批近两千人的内地专
家和医护人员来港支援检测并指导抗疫工作，

各类抗疫物资迅速集结运抵香港。香港之所需，
立刻成为国家之所急！香港市民亲眼见证并切身
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
王惠贞为之感动的同时，也进行反思，“严峻的
疫情告诉我们，香港在进入良政善治新时代的进
程中，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妥善应对各种考
验，不断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准，是摆在特区管治
者面前的必答题。”

王惠贞委员：

我的心在两会现场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虽因身边同事确诊而未能如愿到现场参加
全国两会，但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
创会会长容永祺而言，自己的履职状态始终

“在线”。
“有电视直播时看直播，没直播时看新

闻，会后写感受投稿，同时整理及完善提案，
接受媒体采访，有时还会和身在北京的委员通
话交流。”容永祺说，自己每天的日常安排和
两会紧密相关。代表、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听会
时，他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同步观看，聆听了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后，
都会第一时间找来全文，再认真学习数遍，结
合自身经历谈感受、写文章。

例如，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开幕当日傍晚，他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思
考已见诸报端：“政府工作报告心系国民！令
我感触最深的是，过去一年，中央对于受疫情
影响的餐饮、住宿、零售、旅游、客运等行
业，在各项帮扶政策都予以倾斜，支持这些行
业‘挺得住、过难关’。我希望香港特区政府
可以借鉴中央的做法，和业界深入交流，分配
更多资源以精准支持这些行业。”

今年两会容永祺提交的3件提案，同样紧
扣国家发展的重要话题，涉及金融、民生、环
保等多个领域。如，建议利用香港国际风险管
理中心等地位，鼓励内地保险公司到香港发行
巨灾债券，帮助提高国家防灾、减灾、抗灾、
救灾的能力；建议推动企业落实“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建议

通过设立遗产税有效再分配社会财富，加强医疗
保障及退休金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等。

容永祺同样心系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不仅撰写了《政府要急切提供居家隔离资
讯，减低确诊者及市民不安》等文章，呼吁政府
制作短片，为有不同需要的市民如老人、幼童、
孕妇、长期病患者等提供适当医疗资讯，同时身
体力行地联系数个基督教团体，请他们提供援
助，如借出营舍甚至租出旗下酒店等设施应急。

“身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无论何时何地，我们
都要发挥自身的‘双重积极作用’，更好地履职
尽责、高质量地建言献策。”容永祺说。

容永祺委员：

履职始终“在线”
本报记者 徐金玉

“石委员，你好啊！”
“我们这可是在线上线下融

合开会啊！”
“我们的会议开得很成功！”
……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心！”
3月9日下午，在新闻出版界

小组讨论会议间隙，一阵短暂的
铃声后，因疫情原因未能到北京
参会的石汉基委员以微信视频的
形式“出现”在大家眼前。老友相
见，分外高兴，会场里顿时热闹
了，问候声此起彼伏。

紧接着，很自然地，手机开始

在一双双手中传递起来，每个委员
都与石汉基委员“面对面”交流，这
让因为缺席会议遗憾不已的石汉基
委员兴奋不已。

接到记者电话时，石汉基委员
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很激动，因为“从
来没有用这样特殊的方式跟每一个
委员交流，心情简直无法用言语表
达”。虽然不能现场参会，但在线参
会履职“不能停”，这些天来，他的目
光始终追随着会议，电视、委员履职
平台、微信群……都成了“好帮手”。

3月4日下午3点，石汉基委员
在电视前观看开幕式，聆听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为委员履
职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有很多创
新。”作为连续四届的全国政协委
员，石汉基坦言，现在政协委员可做
的事情更多，履职的积极性更强。

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石汉
基始终心系香港的发展和美好未
来，尤其是民生。这次两会，他关注
的是香港住房问题，建议特区政府
专注发展“北部都会区”，并以人为
本、积极谋划，实现共同富裕。

而作为新闻出版界的一员，讲
好中国故事是石汉基的关切所在。
3月9日上午，新闻出版界委员围绕

“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贡献新闻出版力量”集中展开讨
论，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对
这个问题，石汉基“有话要说”——

“我们进行对外传播要注重实效，这
就需要了解受众的特点，传播内容
简洁精练，传播形式生动有趣，尤其
是注重用好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如
此才能让其他国家的民众易于接
受，让中国文化深入人心。”这与小
组会上很多委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虽然身处两地，但委员们履职
的热情没有分别。不停传递着的手
机，让石汉基委员“身临其境”，传递
的既是政协委员的情谊，更是政协
委员共同的履职情怀。

石汉基委员：

“身临其境”共履职
本报记者 谢颖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疫情暴发后，中央
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疫情，内地支
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先后赶
赴香港，给香港带去了宝贵的抗
疫经验。也有一些全国政协委员
因为奋战在抗疫一线，请假缺席
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我此次请假缺席全国两会，
也是鉴于这段时间正值香港抗疫
的关键时期，作为香港经民联主
席，理应留在香港，带领团队支持
特区政府抗疫。”全国政协委员、
立法会议员卢伟国介绍说，香港
经民联在近期除分发抗疫物资
外，还积极留意居民检测安排等
情况，及时帮忙梳理，并反映给政
府部门，谋求改善。经民联青年
委员还响应号召，组织义工加入
爱心车队。

虽然没有到北京参加全国两
会，但卢伟国依然时刻关注两会
的信息。“现在利用网络上的委员
履职平台，可以有多角度参与全
国两会，包括提交个人提案、与其
他委员的联名提案，以及通过履
职平台获悉两会的重要信息，很
多重要会议，我也通过视频直播
观看了。”卢伟国告诉记者，“接收
到两会的重要信息时，我在香港
也通过网络发表意见，或第一时

间向传媒发布。”
3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港澳地
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讨论后，卢伟
国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发布了中央对
香港的关怀和指示精神。卢伟国表
示，感谢韩正副总理关心香港疫情，
并明确表示中央一定全力支持抗疫
工作，对香港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当前香港疫情严峻，仍然未到拐点，
但只要有中央的关怀和支持，汲取
内地专家意见，善用内地的人力和
物资支援，就一定能齐心协力战胜

疫情。
此外，卢伟国还表示，随着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全面深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相继出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
正全面提速，新界北部都会区的发
展蓝图可助香港突破过往土地供应
的瓶颈，令新界得到更大发展，也令
香港大批“无壳蜗牛”可以安居乐
业，真正为香港创造巨大的安居效
益、就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民联期
望特区政府在新局面下，决而必行，
为香港开创新未来。

卢伟国委员：

一线抗疫不忘传递中央关怀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收看开幕式、聆听‘两高’报告，
通过视频连线参加群组讨论……”即
将闭幕，回忆这几天的远程参会体验，
台联界别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兰茜对
记者感慨道“比往年到京开会还要紧
张”。她说，为了不落下每一个环节，自
己在手机上定了很多个闹钟。“各项会
议议程没有了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
需要自己时时想着。”

开幕式当天，通过网络直播聆听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所作的全国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黄兰茜感受很深。“报
告清新务实，听来诚恳又亲切。其中讲
到读书学习、深入调研等内容，进一步
深入阐释了政协工作内容，深化着我
们对参政履职的认知。”她说。

虽然遗憾不能到京参加会议，但
全国政协大家庭带给港区委员的温
暖，黄兰茜感受到了。“大会会务组和
同组的委员不断把小组讨论的情况分
享给我，让我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中央
政府对香港疫情的关心和关怀，也感
受到来自会议现场的温暖。政协组织
没有忘记我们，中央政府作为强大的
后盾在支持我们，让我深受鼓舞。”

黄兰茜每天也把自己远程参会的
感想，通过政协委员履职平台同港区

委员、同界别的委
员交流。“平台上
常年很活跃，有时
是大家共同研读
一本书，有时是相
互分享一些最新
的资讯，委员们习
惯到这里发表意
见、碰撞思想。”

在其他委员
热情履职气氛的
带动下，黄兰茜把
自己对全国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报告的感
想分享在群里。

“那些引得全场掌
声雷动的语句，出现变化的表述，都成了
委员讨论的热点。”黄兰茜告诉记者。

3月5日，是大会的提案截止日，黄
兰茜说自己早早就通过网上履职平台完
成提案提交工作。她依然持续关注两岸
关系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开展和推
进。在她的提案中，有两份是帮助香港年
轻人更深度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建议。
其中一份是推动香港年轻人借助短视频
行业的兴起，真实地去看祖国内地，记录

变化，增进认同，扩大中坚力量并成为有
价值的传播者。一份是推动香港与内地
双向互设校区的建议。她认为，这不仅能
够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重镇的地位，
也能帮助香港年轻一代增进认同，更好
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也希望，通过在委员履职平台上
与其他委员的讨论交流，来完善我的两
个建议，使其更有建设性、可行性。”黄兰
茜说。

黄兰茜委员：

远程参会更忙碌
本报记者 修菁

因疫情防控所需，部分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未能到北京参加今年的全国两
会，台籍委员凌友诗就是其中一位。

“我正在写大会书面发言。”3月5
日，拨通凌友诗的电话后，甜甜的台湾
口音从话筒里传来，“我因被疾控部门
列为密切接触者，所以不能参会。2月
24日早上，我在电视上看着大部分港
区委员登上赴深圳的大巴，非常羡慕。”

凌友诗表示，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

协最后一次全体会
议，大家都非常珍
惜参会机会。“但
人民大会堂里汇聚
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代表委员，出席者
健康的保障非常重
要。”所以，大家
用实际行动展示了

“舍小我而利公、
行大道而忘我”的
精神，欣然服膺于
大会的安排。

但没能参会的
凌友诗，在香港仍
像在北京参会一
样，时刻关注着两
会的进行，积极通

过网络提交大会发言稿和提案，并接受
媒体的采访。

“我今年提交的大会书面发言稿是
《德、智、体、群、敬、美、劳——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教育目标》。”
凌友诗说，这份发言稿是她这五年来履
职的注脚，是一份展望未来，关注中国
下一代教育的呼吁。“我倡议把‘群
育’放回教育目标之中，并提出加入中

华传统美德的首要德目‘敬’。《礼记》
开篇第一章 《曲礼》 第一句即‘毋不
敬’，意思是没有一样事情不需要恭敬
心。因此我呼吁加入诚敬教育，以‘敬
育’作为其他六育的基础。”

此外，她还提交了《关于推进中国
书法、武术、戏曲教育，完善教材、课
程、师资及考试的提案》，建议教育部
完善大中小幼各级学校相关教材和课
程，调整师范学校和各大学的相关专
业，培养师资。

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工
作报告发布后，凌友诗通过委员移动履
职平台，加入主题议政群组，分别围绕
两个报告发表意见。“我发表的两条意
见，一条是关于支持国家坚持18亿亩
耕地红线，改造中低产田和稳定粮食生
产。另一条则是我就中央对台工作一个
新名词的理解。我认为，‘新时代党解
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的就是‘牢
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与主动权，推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虽然没有到达现场，可是通过网
络，一直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凌友
诗说，虽隔着屏幕，但却感受到了两会
浓浓的春意。她期待着香港早日战胜疫
情，能够尽快再来北京。

凌友诗委员：

我在香港感受到北京的温暖
本报记者 孙金诚

王惠贞委员王惠贞委员 （（右右）） 在香港抗疫现场在香港抗疫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