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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元帶領的理大項目 「研發氨氮
預處理／協同產電系統以實現廚餘厭氧
消化殘餘物的有價轉化 」 ，獲得
Green Tech Fund支持。

大公報記者趙之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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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雁雄李家超以龍論興寄語香港再奮進
昨天晚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舉

行2024年新春招待會，中央政府駐港聯
絡辦主任鄭雁雄以《讚美東方之珠 祝
福龍的傳人》為題致辭。他把三個與
「龍」 有關的祝福送給香港和廣大市

民：願香港龍飛鳳舞，納變革之福，迎
發展之興。願香港龍鳳呈祥，納平安之
福，迎百業之興。願香港龍馬精神，納
活力之福，迎文化之興。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我
們每一位中華兒女都是龍的傳人。香港
是 「東方之珠」 ，新一年將隨着祥龍騰
飛，如同瑞龍的掌上明珠，發光發亮，
大放異彩。他還向大家分享了新的一年
特區政府三項重點工作：完成23條立
法，推進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

龍，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龍年
歷來被賦予各種美好願景。上一個龍
年，恰逢中共十八大召開，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往開來，開啟了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即將到來的又
一個龍年，一定會為龍的傳人帶來吉
祥，為唱響《龍的傳人》的香港加持由
治及興的力量。

鄭雁雄 「以龍論興」 ，李家超比喻
香港是瑞龍的掌上明珠，寓意美好，內
涵深刻，令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深深感
受到，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香港750
萬居民團結奮進，香港未來必定風光無
限。

龍飛鳳舞，以「變」促「興」
鄭雁雄在致辭中指出： 「新的一

年，香港應圍繞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和廣
泛開展國際合作堅定前行，少一分焦慮

懷疑、多一分信心定力，少一分因循守
舊、多一分改革創新，少一分怪話謬
論、多一分積極力量，只要積土成山、
積善成德，推動從量變走向質變，推動
『三大國際中心』 迭代發展，世界 『變

數』 終將帶來香港人人有份的 『着
數』 」 。

鄭雁雄所言，傳遞了中央對香港以
「變」 促 「興」 的期望。回首來路，香

港人具有特別能駕馭變局的特質，每逢
巨變，都能創造 「逢變則興」 的奇跡。
當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向縱深演
進。變，意味着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整
合；變，意味着挑戰增多、機遇亦增
多；變，意味着把握大局、順應大勢，
方可勇立潮頭、出奇制勝。

應該看到，在國際競爭的舞台上，
香港固然有諸多優勢，但香港也有不足
之處。正如鄭雁雄指出的，焦慮懷疑較
多，定力信心不足；因循守舊較多，改
革創新不足；怪話謬論較多，積極力量
不足。香港之興，需要變革，首當其衝
的就是在這些方面求變，香港人應打起
十二分精神，匯聚積極向上的 「精氣
神」 ，於變局之中求主動、謀新機、快
發展。

有了積極向上的 「精氣神」 ，就不
怕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李家超
在致辭中表示，特區政府會全力推動經
濟發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
香港的國際競爭力。這是吹響了積極應
變、攻堅克難的 「衝鋒號」 。

龍鳳呈祥，以「治」保「興」
鄭雁雄在致辭中指出： 「新的一

年，既不忘 『固治保興』 ，也不忘 『以
興促治』 ，理應成為我們的共識、共
鳴、共責。堅守 『一國兩制』 ，堅守法
治香港、活力香港、多元香港，讓創業
者有夢可追、讓打工者有事可做、讓投
資者有利可圖、讓合作者有緣可求、讓
創造者大有可為，香港必定邁入東方之
珠魅力迸發的新階段。」

鄭雁雄所言，闡明了 「治 」 與
「興」 的辯證關係。發展與安全是車之

兩輪、鳥之兩翼。安居才可樂業，平安
也是發財。國泰民安才能各得其所、百
業興旺。這個道理並不複雜！然而，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總有一些雜音不絕於
耳，有人把香港經濟遇到的所有困難都
歸咎於國安法，稱 「維護國安不必大聲
說出來」 ， 「香港社會已經恢復平靜，
維護國安可以鬆一鬆」 ，等等。這些聲
音的背後，要麼是 「好了傷疤忘了疼」
的天真，要麼是「軟對抗」的居心叵測。

必須看到，香港 「亂」 的根源尚未
清除， 「治」 的基礎尚不牢固。香港回
歸祖國已經進入第27個年頭，仍未履行
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香港必須
織牢維護國家安全之網，才能心無旁騖
搞經濟、謀發展、惠民生。

李家超談到新的一年重點工作時表
示，特區政府會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

立法，補上維護國家安全的 「短板」 ，
讓香港輕裝上陣。這體現了行政長官作
為特區 「當家人」 的擔當精神，值得點
讚！

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社會穩
定；沒有香港社會穩定，就沒有發展合
力，已有的發展成果也會頃刻間喪失。
2019年 「黑暴」 是香港的一記警鐘，不
能忘記，也不應忘記。

以 「治」 保 「興」 ， 「興」 才能持
久。鄭雁雄、李家超所言，直擊要害，
入木三分，發人深省！

龍馬精神，以「活」助「興」
鄭雁雄在致辭中指出： 「在由治及

興的道路上，文化是更持久更深沉的力
量，也是社會和諧、社群團結的最好黏
合劑。增強這種力量，需要堅定歷史自
信、歷史主動，為身為龍的傳人而榮
耀，為身處東方之珠而欣慰；傳承這種
力量，需要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
心、同 『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
價值觀；活化這種力量，需要在文明互
鑒、創新創造中彰顯價值和擔當，致力
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用好這種力量，需要大力發展文
化事業，滿足香港市民日益增長的文化
需求。」

鄭雁雄深刻闡明文化是香港的活力
之源，也是香港發展進步的動力之源。
鄭雁雄的論述正是要告訴人們，香港在
長期發展中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應該釐
清幾個基本問題：香港的文化之 「根」
在中國大地，吮吸着中華5000年文明的
養分；香港的文化之「魂」，是以愛國愛

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
主流價值觀；香港的文化之興，在於
「文明互鑒、創新創造」；香港的文化之
力，在於繁榮文化事業、做強文化產業。

李家超在致辭中提及，今年香港的
日曆上已經有超過八十項不同盛事，而
且盛事 「沒有最多，只有更多」 。這些
盛事是展現香港魅力的舞台，也是文明
交流互鑒的機會，彰顯了香港 「海納百
川」 的文化特色。李家超還表示 「我們
會建立關愛共融社會，讓市民安居
樂 業 ， 讓 百 姓 的 生 活 過 得 越 來 越
好。」 李家超這一論述體現出香港和諧
溫馨的文化氛圍。

龍飛鳳舞喻 「變革」 ，龍鳳呈祥喻
「平安」 ，龍馬精神喻「活力」。鄭雁雄
「以龍論興」 ，妙語連珠，精彩絕倫！

他並表示： 「新的一年，駐港聯絡辦將
肩負中央重託，深入落實習近平主席重
要指示要求，繼續當好 『超級聯絡
員』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全力支持李家超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面聯繫社會各
界，全情服務香港市民，全程助推香港
由治及興，為香港 『一國兩制』 事業行
穩致遠竭盡所能、貢獻所有。」 這更彰
顯了中聯辦的責任擔當！

龍年將至，鄭雁雄、李家超 「以龍
論興」 催人奮進！香港社會只要團結一
致、包容共濟，「東方之珠」定會更璀
璨！

點擊香江
屠海鳴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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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飯桌上吃剩的食物會去到哪裏？呂紹
元介紹，現時政府的廚餘垃圾回收方案會將收集到
的廚餘厭氧消化處理後，進行固液分離。但他指
出，目前排進廢水廠的液體中氨氮處理尚不徹底；
而固體沼渣殘餘量大，且因氨氮濃度超過標準堆肥
上限的30倍，難以進行堆肥。他續指，氨氮會危害
環境，導致優養化，排入河裏會造成藻類的生長，
且有氣味污染的風險。

兩年後提供數據給政府
而呂紹元帶領的項目會對廚餘殘渣的處理進一

步優化。該系統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氨氮回收

系統，即在O．Park的厭氧消化主系統產出的廢液
中，把廚餘處理產生的氨氮副產物進行分離、濃縮
並回收。另一系統為熱游離氨預處理系統，即利用
回收得來的濃縮氨氮清洗固體沼渣，並進行熱處
理，以破壞溶解其中難以生物降解的絮凝物、細胞
外聚合物和多環芳香烴類的天然有機物，從而減少
固體廢棄物的總量，提升後續堆肥效果。此外，理
大亦有另一團隊研究氨氮發電，呂紹元預計，未來
亦可能結合該技術探索氨氮的進一步利用。

該項目拿到Green Tech Fund的資金支持後，
預計今年9月1日開始進行中試實驗。呂紹元指出，
中試實驗會全流程、連續性地進行，亦對耗電量、
溫度控制等環節的成本和利潤進行計算，相信兩年
後能提供相關數據給政府進行可行性的評估。

不過，目前香港的廚餘垃圾回收情況仍不樂
觀。呂紹元指出，因回收業人工高，且廚餘垃圾回
收成本高、利潤低，循環經濟難以建立。他續指，
政府目前採用大型處理設施處理廚餘垃圾，如O．
Park和焚化爐；其中，焚化爐雖能短期處理大量垃
圾，但並不利於資源回收。

垃圾收費可用於綠色科技
呂紹元表示，香港即將推行的垃圾收費已有在

韓國、日本等國家實施，但如何使用徵收來的費用
是需要探討的。他認為，即便短期內建立更多焚化
爐能加快固體廢棄物的處理，但若能把部分徵收費
用用於垃圾回收處理等綠色創新科技的研發與應用
上，相信更有利於提升本地環保。

本港廚餘回收情況一直不太理想，香港
理工大學早前展開 「研發氨氮預處理／協同
產電系統以實現廚餘厭氧消化殘餘物的有價
轉化」 項目，獲得Green Tech Fund的支
持，計劃9月開始進行兩年中試實驗，對廚餘
處理副產物的氨氮資源進行再利用。

帶領該項目的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副教授呂紹元表示，現有廚餘垃圾處理後產
生的大量沼渣中氨氮濃度極高，堆肥效率
低，相信該項目的實施可以有效減少沼渣
量，提高堆肥質量並回收氨氮資源，有效減
少香港碳足跡、推動實現碳中和。

大公報記者 趙之齊

【大公報
訊】記者馮京
報道：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與旗下三間公司涉嫌勾結
外國勢力，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昨日進
行第19日聆訊。正在服刑的黎智英昨日
上午近9時在警隊護送組及反恐特勤隊押
解下，坐囚車抵達西九龍法院。從犯證
人、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繼續接受
辯方盤問。

代表辯方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質疑
張之前的證供，包括指張曾提及黎有指
示要 「做大」 或放頭版的新聞，其他報
章亦有報道：又指黎發起 「一人一信救
香港」 ，旨在透過這運動，指出政策上
的不足，因國家元首只需一通電話，便

可施加壓力。張劍虹表示，黎的想法非
指普通的國際壓力，他是想請求特朗普
對抗中國，又讚揚特朗普的 「單邊主
義」 ，認為他會敢於對抗中國。

黎推小廣告撐「黃店」
針對《蘋果》英文版，彭稱黎曾向

張發訊息，希望透過英文版提供《南華
早報》以外的選擇，這可解釋為何黎指
示英文版毋須平衡報道。黎亦曾建議要
加入財經新聞，財經新聞不一定是政治
性。張不同意，並指黎表明英文版要報
道中國負面新聞，即使英文版執行總編
輯馮偉光建議一般新聞， 「黎生都唔
肯」 。

提到黎智英曾指示廣告部製作小廣

告支援小店的計劃，指當時《蘋果日
報》損失商業廣告大客戶，所以推出計
劃嘗試增加收入。

張劍虹指計劃名為 「撐小店分類廣
告計劃」 ，黎智英起初稱免費試行，但
推出大半年都沒有收費，又指分類廣告
很難賺錢。

法官李運騰問張劍虹，《蘋果日
報》有否想過從中賺錢，張劍虹指黎智
英自己才知，又指他從來沒吩咐何時開
始收費。

辯方指計劃撐小店而非 「黃店」 ，
張劍虹就指，雖然計劃沒寫明撐 「黃
店」 ，但黎智英是有這想法；又指黎智
英提過 「一日有抗爭，黃色經濟圈就要
存在，並預期會越來越發展」 。

黎智英案

【大公報訊】記者趙宏報
道：12名港人於2020年涉嫌偷渡
離港，在內地水域被捕，當中唯
一女被告喬映瑜在內地服畢刑期
並遣返回港後，轉交香港面對法
律程序。喬映瑜早前承認製造爆
炸品、管有爆炸品及意圖妨礙司
法公正三項控罪，昨日於區域法
院被判囚61個月。

製造爆炸品圖礙司法公正
女被告喬映瑜（36歲）承認管

有和製造爆炸品及妨礙司法公正
共三罪，指她於2020年1月14日，
在旺角通菜街利民大廈某單位，
和黃棨騫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
制俗稱喉管炸彈的爆炸品，以及
製造充注爆燃性炸藥的網球。

法官陳廣池判刑時指出，
2019年的暴亂把香港推到兩種可
悲的境況。激進分子企圖使用爆
炸設備以製造社會恐怖氣氛，表
示有人不單參與暴動，有意進一
步升級抗爭。此外，不論是域內
或域外的推手，進行有組織的及
有規劃的跨境潛逃行動。除了逃
避檢控外，另一方面亦大有可能
在域外進行另一種抗爭。

陳官引述被告喬映瑜自撰的
求情信中，她稱在內地和香港服
刑時，兩地警方的循循善誘使她
有機會反省，了解其行為對社會
造成極大影響。被告又指2019年
的社會運動，令她激進並變成另
一個人，直到被捕才重新認識自
己。

【大公報訊】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昨日出席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
資會） 「大學領導論壇」 ，發表有關
「院校的管治與校董的角色」 的專題
演講。她表示，人才儲備和高等教育
發展是支撐香港創新科技等範疇發展
的重要基礎，作為全球唯一擁有五所
百強大學的城市，香港要守住高等教
育的成就， 「良好的管治是關鍵」 。

蔡若蓮指出，校董會是大學管
治最高權力架構，負責審視大學發展
方向、策略，對院校發展至關重要。

三方面推動院校優化管治
蔡若蓮表示，香港的公營大學

因應其不同目標訂定自身的法例，亦
會因應實際就過時落伍的條文提出修
訂，持續優化治理體系。她強調，院
校發展要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
全局，敢於擔當；而 「完善治理體
系」 亦是院校持續發展的一部分，校
董會有責任不斷檢視、整合、優化，
確保管治有方。

其次，要 「提高治理能力」 。
蔡若蓮說道，校董會的治理能力直接
影響大學的發展，良好的管治有賴校
董會成員團結一致做好 「當家人」 的
角色，以促進大學校董會和大學管理
團隊的溝通合作。

此外，大學亦要 「提升治理成
效」 。蔡若蓮指出，院校的治理成效
體現在對教育目標的落實及資源的善
用上。她表示，教資會兩份報告指出
大學每年接受龐大的公帑資助，目前
三年期的經常性補助金達632億元，
因此 「需要有高效問責的制度，確保
公帑用得其所」 。她續指，教資會通
過《大學問責協議》，列出約20多項
表現指標，及由院校自行制定的十多
項表現指標，全面評估大學的表現，
將評估結果與大學撥款掛鈎，以體現
院校問責精神，利於提升管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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