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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亦正有序推進兩地免檢疫通關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接受傳媒專訪透露，通關初期廣東省先行，會設配額及訂立優

先次序，例如探望長者、奔喪及商務需要者優先，進入內地亦

須遵守多項條件，相信包括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上載「安心

出行」紀錄等。

　　商界人士認同要有序通關，指願意接受更嚴格的防疫措

施，包括接種第三針；亦有行會成員建議政府主動出擊，邀請

內地專家訪港視察本港防疫工作及交流經驗。

　　香港與內地正商討兩地通關安排。林鄭月娥接受傳媒訪問

時首次透露細節安排，指出若要爭取盡快通關，須逐步有序、

有條件及有優先次序。她相信通關初期只限廣東省，但會否再

分階段推行，仍在商討中，預計會是與香港接壤的口岸先行，

如深圳陸路口岸、港珠澳大橋等。

　　研究擴展「安心」使用範圍
　　林鄭月娥透露，通關初期會設有配額，會讓恩恤（探望長

者、奔喪等）和商務需要的人士首批通關。至於跨境學童，由

於人數太多，首階段未必能做到。

　　至於通關條件，林鄭月娥指出，基本要求包括必須已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持48或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上載「安

心出行」紀錄。她強調相關條件是自願性質，如果要免檢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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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選舉下月19日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強

調，任何人不論政見，只要是愛國者，都可以依法參

選、依法當選，加入香港的政治體制。多名政界人士指

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的具體體現，立法會議員必須符合愛國者的要求是理

所當然。立法會的大門對愛國愛港的賢能之士敞開，相

信廣大市民都期盼立志建設香港、服務國家，願為「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出謀劃策的有識之士站出來參

選，為市民發聲，為政府更高效地施政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認為，現時的

香港需要復活，需要重建，社會各界理應放下爭拗，彼

此包容，攜手打造美好的共融社會，「相信廣大市民都

非常歡迎立志建設香港、服務國家，願為『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出謀劃策的有識之士站出來參選，為市民

發聲，為政府更高效地施政建言獻策。」他說，立法會

需要健康的議會文化，需要建設力量解放思想大膽講真

話，需要多元化觀點進一步融合。立法會的大門對愛國

愛港的賢能之士敞開，讓這批人才依法參選、依法當選

加入特區政治體制，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凝聚共識解決問題
　　「積極討論各類意見和建議達至共識，建設力量

在同一個屋簷下，助力香港經濟社會進步、民生老大難

問題解決，是全社會都希望看到的立法會議事景象。那

些毫無理據地反對政府政策，無益於香港社會長期繁榮

穩定、長治久安的，更絕非市民希望看到的。」

2021立法會選舉

　　容永祺指出，過往破壞力量「為反對而反

對」的行徑不應再出現，那些企圖搞「港獨」、勾

結外力擾亂香港社會的反中亂港分子終會原形畢

露，他們妄圖靠肢體衝突等博眼球、搞「政治

show」等叵測居心必定得不到支持。

　　容納不同界別聲音
　　選委會委員金鈴表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具體體現，立法

會議員必須符合愛國者的要求是理所當然。她認

為，多年議會運作可見，不少來自不同政治團體、

不同專業界別、代表不同社會力量的建制議員，在

相關議題上可以很好地合作，為政府施政貢獻力

量，「有一顆愛國心、一份愛港情懷，依法參選、

依法當選，致力於建設好香港這個家，相信是選民

們喜聞樂見的，也對未來議會文化良性循環大有裨

益。」

　　選委會委員、大律師吳英鵬相信，新選制下

的立法會選舉，定能為議會輸送合適人才，營造優

質議會文化，「立法會更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

與性，不同地區、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將會

通過來自各個界別的議員而得到更好的代表和反

映，新一屆立法會裏會有更多元和理性的聲音。」

　　他期盼，有更多有能力、有擔當的愛國者，

積極參與立法會選舉，廣大選民亦積極履行自身的

公民責任，共同促進香港的良政善治和經濟民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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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林鄭月娥指出，通關基本要求包括必

須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持48或72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上載「安心出行」紀錄。

地需要符合要求，否則不用符合。

　　林鄭月娥續指，政府正研究擴展「安心出行」使用範

圍，認為僅小規模推行難以達至通關目標，明白有無意去

內地的市民或會不滿受限制，但為了更大的公眾利益須做

出取捨，「無辦法，因為公共衞生事宜，正如土地發展，

某程度都是少數服從多數。」

　　商界贊成初期不能「一窩蜂」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表示，廣東省現有港資企業兩萬多

間，期待可提早於明年一月通關，並在不影響內地防疫

下，能安排每日1000至2000個通關名額，以便工廠在農曆

新年前處理支薪及趕貨等。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指

出，礙於檢疫措施，很多業界人士不能去往內地簽署文

件、會見律師等，造成嚴重不便。他認同局部通關，不能

「一窩蜂」推行，可在明年二月農曆新年時再擴大通關規

模。

　　早前內地專家曾到澳門指導防疫工作，行政會議成

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香港要恢復與內地通關，

除了防疫抗疫工作要與內地對接外，亦要給予內地足夠信

心，特區政府可主動出擊，邀請內地有關專家小組來港視

察及分享國家整個抗疫工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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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着中國國旗的用於航天醫學研究太空顯微鏡，那就是

由港企寧波永新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研製的中國首台無重

力太空顯微實驗儀。除了「天和」的太空顯微鏡，永新

光學也承擔過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嫦娥四號部分星載

光學鏡頭的製作。4月29日，「天和」核心艙發射，寧

波永新光學聯席董事長、總經理毛磊特意將公司創始

人、著名愛國港商曹光彪的照片帶到了現場。與發射前

一個月剛剛過世的曹光彪，一起「見證」了這個航天夢

的實現。\大公報記者 茅建興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飛船載着航天員楊利

偉飛上太空，浩瀚太空迎來第一位中國訪客。那天毛

磊正陪着曹光彪在南京的挹江門附近爬山。老人聽到消

息，笑着點頭，連說了幾聲「好！」「回去時老人走

得慢，一步步陷入沉思。如今想來，可能當時他已在

醞釀着新的計劃。」毛磊說。

　　多年後，當永新的太空顯微實驗儀入選中國空間站

首批科學實驗項目，毛磊步入國家航天中心，看到曹家

人與楊利偉等航天員的合影時，他才知老人這些年來一

直默默為中國航天事業貢獻。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港商曹光彪來到寧波，將

寧波光學儀器廠改制為永新光學，後來又收購了南京江

南光學儀器廠，兩家都是國有企業。2000年後曹光彪逐

步將永新光學，交班給了曹其東。

　　那時曹光彪說，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是想為祖國強

大提供科技支撐。選擇光學產業，最初是因為年輕時愛

攝影，總想造出最好的相機。後來發現，光學儀器更重

要，那是科學家的眼睛、科研的基礎。

　　曹光彪通過浙江大學校友會找到當時已在南京江南

光學儀器廠擔任總工程師的毛磊，希望他幫自己管理在

寧波的永新光學，並問他：「沒什麼捷徑，只能沉下心

一點點磨……做最頂尖的鏡頭，有把握嗎？」

　　一番長談後，78歲曹光彪的言語和期望讓毛磊心

潮澎湃，於是還沒細

談薪酬，浙江大學光

學專業畢業的毛磊和

清華大學畢業的妻子

一起加入了永新的光

學事業，毛磊擔任永

新光學總經理，妻

子負責市場開拓，

從此開始了「再困

難也要堅持下去的

光學事業」。

　　讓毛磊印象特

別深刻的是，曹先

生有一天對他說，

「我們能不能也做德

國那樣的照相機？」

當時中國和國際相

機的水平差距太大

了，國產相機品牌海鷗、鳳凰都已倒閉，「我說不行

的，未來相機是電子行當。曹先生說，我的意思，

就是我們要為國家做點事。」

　　當時恰好毛磊在浙江大學光電學院的師弟，承擔

了航天部五院的一個項目，做嫦娥二號的監控鏡頭，

「他說我搞光學廠，讓我來幫他做，我想這錢是賺不

了的，但曹先生想為國家做點事，於是我們先後承擔

了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嫦娥四號部分星載光學鏡頭

的製作，一連做了十多年。嫦娥上天了，自豪感也強

了，技術工藝也提升了。就在6年前，2014年，我們

南京工廠告訴我，國家宇航員中心來和他們聯繫了，

國家想做空間站，空間站裏面一定要有國產的實驗設

備。他們通過清華大學了解到，永新的光學顯微鏡內

地做得最好，所以找到了我們。」

　　「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有了試一試的機會，毛磊卻發現這是一個比「嫦

娥」鏡頭複雜上百倍的完整裝置，零部件幾百個，核

心部件需要在克服強加速度和各種極端變化後依然保

持高精度和靈敏度，除了裝置本身，還要考慮電源和

包裝的問題……關鍵時刻，合同上的一個外購部件遲

遲不來，足足等了兩個月後，到了卻發現完全不能

用。

　　夙夜無眠的毛磊此時想到的是曹光彪多年前的

話：「這個第一不好當，如果第一來得容易，我還不

幹呢，我們是要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為中國人爭一口氣」的意念，也讓毛磊和同事

們對中國第一台上天的顯微鏡全力以赴。在確認外購

部件不可用之後，永新打了報告自主研發，終於在八

個月的夙興夜寐後攻下難關。「這次他們對我們做的

太空顯微鏡情況反饋回來是非常滿意的，並已要求我

們與他們發展長期的合作關係。」回望這段日子，毛

磊頗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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