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復課措施
•新學年中小幼將繼續以半天為基礎，進
行面授課堂

•已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14日的學生，
學校可安排其在上學另半日時間進行課
外活動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要求：

1） 70%教職員和
70%學生完成接種第
二劑疫苗，且接種完
超過14日，全校可復
課

2）或70%教職員和
個別級別學生完成接
種第二劑疫苗，個別
班級可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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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表示，由9月1日起，教職員
及經常出入學校如義工等員工，9月1日
前必須已接種首劑疫苗，否則須於開學
前14天接受病毒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
之後須定期檢測，除非有醫生證明不適
合接種疫苗，否則要在工作時間以外自
費檢測。

他表示，如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且滿14天，學校可安排他們在另外半天
進行非學習性的課外活動如音樂和體育
活動；如教職員和學生均接種至七成，
有關學生可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在校午
膳和參與課外活動。另外，教育局亦提

供彈性安排，容許教職員符合疫苗接種
要求後，個別級別學生接種第二劑疫苗
比例達七成，亦可為該級全面回復全日
面授課堂。

拒接種檢測 會採適當行動
如若教職員拒絕打針或檢測，楊潤

雄指，相信學校員工為了保護學生會配
合相關安排，如果有教職員拒絕接種疫
苗或定期檢測，學校可以根據《教育條
例》、《資助則例》、《僱傭條例》或
僱傭合約，按校本機制採取適當行動。

荃灣商會學校校長周劍豪接受《大
公報》訪問表示，教育局出台的疫苗接
種計劃沒有強制教職員打針，較有 「彈
性」 ，因照顧到有些老師因身體原因或
心理障礙而不能接種疫苗，允許他們自
費做檢測。他以本校截止至7月13日的
統計為例，近七成教職員已完成首劑或
兩劑疫苗接種及在新學期開學前有接種
計劃。

他續指，之前教育局呼籲學校向老
師提供疫苗假期，但很多老師不想耽誤
教學工作，故一直堅守崗位，直到暑假

學生放假才去接種疫苗。

周劍豪透露，學校目前有13位老師暫無
接種疫苗計劃，面對此種情況，學校不
會強制要求老師接種，但會對他們進行
口頭鼓勵及分析接種疫苗對教學的影響
等。

在今年3月已接種完兩劑科興疫苗
的聖公會呂明才中學老師林春曦表示，
老師和學生非常希望能恢復全日課堂，
並開展更多學校內外活動。林春曦說，
如有學生提到疫苗接種，自己在課堂上
都會鼓勵學生去打疫苗，並教導他們接
種疫苗是一種社會責任，能減少病毒傳
播，可以保護朋友和家人。

校內接種率達至七成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表示，所有幼稚園、中小學，特殊及補習學校等，新學年繼
續以半天為基礎開學。但若學校教職員和學生均達至七成接種率，
會容許有關師生恢復全日面
授課堂。他補充，至7月13
日，有47%的教職員和40%
的12歲或以上學生均已接
種新冠疫苗。

有校長讚賞政府安排適
當且有彈性，亦有中學教師
表示自己已早早接種疫苗，
並鼓勵學生接種，認為接種
疫苗是一種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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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新學年繼續
以半日面授堂為基礎。 中通社

濕地環境變化大
智庫倡適時檢討

政府1997年完成《后
海灣地區魚塘生態價值研
究》，確立了區內魚塘系

統為各類水鳥提供覓食和棲息地的獨特重要
性。因應研究建議，政府在1999年修訂指
引，將后海灣約1600公頃用地劃為 「濕地
保育區」 ，並在保育區邊緣劃出一段約500
米闊、覆蓋約1000公頃的地帶，並指定為
「濕地緩衝區」 。城規會考慮緩衝區內發展

申請時，會採用研究建議的 「不會有濕地淨
減少」 原則，即魚塘面積和功能不能減。

不過，大公報記者年初曾走訪米埔附近
的濕地緩衝區時，發現不少用地已經棕地
化，部分魚塘被填平，甚至淪為露天貨倉，
亦有燒烤場等污染環境。有智庫組織認為，
政府劃出指定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至今
逾20年，其間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都發生變
化，政府應適時檢視相關規劃，包括劃出須
加強保育用地、釋出遭破壞用地適度發展
等，達至更有效的土地運用。

與時並進

黃偉綸：研增加濕地緩衝區地積比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本港土地供應

緊張，社會有聲音建議政府發展部分 「濕地緩衝
區」 ，及引入 「土地債券」 等新措施，加快建屋用
地供應。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 「濕地緩衝區」
並非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發展，政府會研究將部分用
地的地積比率略為提高，並確保對環境影響減至最
低。黃偉綸又指，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會研
究如何加快供應。

政府早年在后海灣濕地保育區邊緣劃出一段約
500米闊、覆蓋約1000公頃的地帶，並指定為 「濕
地緩衝區」 。近年有團體建議，政府可縮小濕地緩
衝區範圍，釋放部分生態價值較低的土地用以發展
房屋。黃偉綸早前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緩衝
區內有逾四成、即約513公頃土地，劃作可發展住
宅的土地用途地帶，又指當局正檢討緩衝區規劃指
引，目標在今年內提出建議。

黃偉綸昨日出席 「建造業安全周2021」 開幕典
禮後見傳媒時表示， 「濕地緩衝區」 並非不可有任
何形式發展，但須考慮清楚對環境的影響。他提
到， 「濕地緩衝區」 部分地方的發展地積比低，大
約只有0.4至1倍左右，社會有意見認為可略為提

高，精簡發展管制小組會就此進行研究，但詳細發
展細節現時仍是言之尚早。

緩衝區513公頃地可建屋
談及劏房問題，黃偉綸指，《長遠房屋策略》

需求估算有考慮到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人士的住屋需
要。政府已覓得330公頃土地，在未來10年可提供
31.6萬個單位，是首次超越《長策》，他形容為
「初步有啲成績」 。他又指出，當中三分一的供應

是在頭五年可完成，其後三分之二在後五年完成，
發展局會與其他政策局、部門等研究如何加快房屋
供應，例如把第10年的供應拉到第8年。至於對環
境交通等顧慮，他強調政府不會妥協，但希望可加
快完成評估工作。

至於團結香港基金早前建議

政府引入更多措施，加快收回私人土地發展房屋，
包括引入 「土地債券」 及 「土地重整」 機制等。發
展局回覆表示，有關建議意味政府在還未確立有關
私人土地的發展潛力和規劃用途的情況下，便收回
土地並向土地業權人提供土地債券作為補償。從善
用政府資源角度看，較為謹慎的做法是先做好土地
用途及發展規劃；而 「土地債券」 可能會引致及加
劇土地市場出現投機炒賣的可能性亦不容忽視。當
局目前沒有計劃實施 「土地債券」 。

發展局重申，在政府主導新市鎮發展計劃前提
下，政府會透過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
地，及加強版的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容許私人土
地業權人在特定條件下參與發展。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
示，「濕地緩衝區」並非不
可有任何形式發展，但須
考慮清楚對環境的影響。

資料圖片

▲政府表示，師生接種率達至七成，新學年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資料圖片

▲呂明才中學老師林
春曦表示，已完成兩
劑科興接種。

教師：鼓勵學生打針盡社會責任

學校接種率七成 可恢復全日面授

▲荃灣商會學校校長
周劍豪讚賞政府安
排，適當且有彈性。

強制接種是必須之舉

龍眠山

為了建立抗疫 「雙屏障」 ，特區
政府昨日宣布一系列抗疫新舉措。對
外嚴防輸入，對內提升接種率，要求
公務員、醫管局員工、老師、安老院
舍員工等四類人員必須接種新冠疫
苗。這是因應全球疫情新形勢及本港
疫苗接種情況的必要之舉。

本港連續56天沒有本地確診個
案，除了市民出境受限制外，生活秩
序大致恢復正常。然而，疫情在變，
抗疫策略、目標也要與時俱進，本地
「零確診」 只是階段性目標。新型

DELTA病毒防不勝防，新冠將成風土
病，人類不得不與之長期共存，香港
也不可能長期關閉固守，關鍵在於：
恢復通關之前提升疫苗接種率，建立
起集體免疫屏障。

「打鐵還須自身硬」 ，抗疫更需
要自身硬，而自身硬的前提就是接種
疫苗。截至昨日，本港接種第一劑疫
苗的市民剛超過合資格人口的48%，
打齊兩針的只有36％，距離九月底七
成接種率的目標尚有相當大的距離，

必須加把勁。
特區政府要求四種人必須接種，

合情合理。抗疫是眾人之事，接種是
每位市民應盡的社會責任，而公務
員、醫管局員工及老師都是公帑支薪
人士，理當帶頭支持特區政府的抗疫
政策。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
的服務對象是高風險人群，所以也必
須接種。

值得一提的是，一貫高舉 「人權
自由」 旗號的西方國家，為了抗疫而
強制公務員等特定人群接種，甚至不
惜為此立法。相比之下，本港仍然有
選擇，因健康因素不適合接種且有醫
生證明者，可以繼續定期檢測，做法
已寬鬆得多。但如果不是因為健康原
因而拒絕接種，那就說不過去了。特
區政府規定9月1日後，未接種者需自
費定期檢測，合情合理。

說到底，特區政府所做的這一
切，都是為了保障市民生命與健康，
為 了 早 日 走 出 疫 下 困
境，過上正常生活。

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
香港未來才能大有可為，讓 「反中亂
港者出局」 只是其中一步，更重要的
是要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
夏寶龍主任指出的 「五個善於」 ：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破解
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問題、為民
眾辦實事、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履
職盡責，這是對治港者能力的要求。

夏寶龍主任指出，管治好香港絕
非易事，沒有點真本領是不行的。香
港當前的形勢以及未來發展面臨諸多
挑戰，管治者需要回答五個 「能不
能」 的問題：能不能始終把握好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大方向？能不能堅

守為民情懷？能不能破解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能不能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
爭力？能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
香港更好發展？

要回答這些問題， 「五個善於」
就是最好的答案。

首要一點是善於在實踐中全面準

確落實貫徹 「一國兩制」 ，做立場堅
定的愛國者。堅決落實中央對特區全
面管治權，旗幟鮮明地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敢於同損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損害
香港繁榮穩定的言行作鬥爭。這一條
是最核心的要求，做不到這一點，其
他方面再有能力、履歷再好看，也不
可能取得中央的信任，不可能得到港
人的認可。

其次是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
的各種矛盾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
者。香港面臨住房、就業、醫療、貧
富懸殊等突出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
可的地步，能否破解得了，不只要看
立場態度，更要看能力。 「戰略思
維 」 、 「宏 闊 眼 光 」 、 「科 學 決
策 」 、 「消 除 痼 疾 」 、 「衝 破 藩
籬 」 ， 「逢 山 能 開 路 、 遇 水 能 架
橋」 ，更重要的是要 「勇擔當、敢碰
硬、善作為」 。

其他三個點分別是：善於為民眾

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者；善於
團結方方面面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
國者；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任心的
愛國者。其核心在於： 「為民」 、
「團結」 、 「盡責」 。以施政業績取

信於民，在愛國愛港旗幟下促成最廣
泛的團結，以對國家和香港高度負責
任的精神恪盡職守。實際上，這些都
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從政者標準，算不
上什麼特別高的要求。

夏寶龍主任指出，管治者 「不僅
要愛國愛港，還要德才兼備、有管治
才幹」 、 「想幹事、會幹事、能幹
事、幹成事」 。 「五個善於」 就是對
管治者立場與能力的最佳檢驗標準。

香港接下來將要舉行三場重要選
舉，結果如何關乎香港的未來和港人
的切身利益。只有選出符合 「五個善
於」 的治港人才，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才能真正實現
港人對良政善治的美好期盼， 「一國
兩制」 實踐才能行穩致遠。

選出五個善於人才 真正實現良政善治
——解讀夏寶龍主任7．16講話系列評論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