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歸二十七周年，標誌着本屆
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團隊的管治邁入第三
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行政長官帶領特
區政府勇於擔當、善於作為，以 「結果為
目標」 ，克服各種挑戰，破解社會深層次
矛盾，展現出有目共睹的實幹新風。

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筆者深感本屆
政府高度重視行政立法關係，在行政立法
良性互動下，共同交出了一份既亮麗、又
惠民的成績表。本屆立法會即將休會，屆
時，預計可通過75項法案，較上屆同期多
三成半。議員和官員在審議法案時，在情
理兼備的基礎上，交流意見，力求共識，

令法案更完善更 「貼地」 。此外，對於公
共開支建議，議員提速提效審議，預計當
月中休會時共批出合共186個項目，涉及
承擔額超過5000億元，較上屆同期多百
分之十一，充分展現在行政主導下，政府
和立法會互相配合、互補不足，切實為民
解困的議事新風。

行政立法密切配合為民解困
在行政立法會緊密合作下，香港特區

今年3月終於履行憲制責任和完成歷史使
命，成功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立法
會相關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馬拉松式
舉行了25次、近50小時會議，對條例草
案作全面的逐條審議。整個審議過程嚴謹
高效，議員履職盡責，全力以赴；官員亦
準備充足，從善如流，接納了多項建設性
的意見，進一步完善法例。條例草案最終

獲立法會全票通過，築牢了國家安全城
牆，無負國家期望。

隨着法例刊憲生效，香港從此可以輕
裝上陣，全神貫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作為直選議員，筆者深感房屋一直是民生
最大的痛點，尤其是面對20萬蝸居在租貴
環境惡劣的劏房住戶，特區政府更加責無
旁貸。對此，本屆政府通過精準施政、持
續投入，針對市民的痛點排解憂難。包括
推出 「簡約公屋」 ，與過渡性房屋及公屋
並駕齊驅，同時實施 「劏房」 租管，為住
戶提供多方面保障；並在去年施政報告
提出成立 「解決劏房問題」 工作組、落
實打擊劣質劏房和濫用公屋，同時鎖定
2026/27年度公屋輪候時間降至4.5年的
目標等有效措施，多管齊下破解 「劏房」
難題。

最令筆者印象深刻是當局以創新思

維，推出官民合作的 「社區客廳」 ，委聘
非政府機構負責營辦，為 「劏房」 居民
提供包括共享廚房、飯廳、自助洗衣站
等額外生活空間，以全新的思路和途徑
為 「劏房」 住戶改善生活環境，充分展
現了特區政府施政高效及解決問題的決
心。

準確把握「六不變」和「六變」
此外，面對垃圾收費未獲得主流民意

支持，特區政府未有罔顧現實情況而硬推
政策，而是實事求是，在收集大量數據的
基礎上檢討垃圾收費政策，果斷決定暫緩
推行，及時止息紛爭，並思考未來方向，
為日後更好推行垃圾處置和環保產業爭取
時間，創造有利條件。這既體現了本屆政
府的務實作風，更是尊重民意的決定。

除了做好民生工作，本屆特區政府提

出了 「搶企業」 、 「搶人才」 ，並制定、
優化了一系列措施，助力香港在復常之路
穩步前進。截至今年3月，本港已引進近
50家重點企業，預計未來數年在港投資超
過400億元，創造逾1.3萬個就業機會；此
外，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推出以來，
截至今年4月底，收到約8萬宗申請，當中
約65000宗獲批，現已有超過5萬人抵港，
估計可為香港帶來每年約340億元直接經
濟貢獻。

可見，本屆政府在過去兩年已交出亮
麗成績，筆者期望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
界須準確把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鄭雁雄提出的 「六不變」 和 「六變」 ，真
抓實幹，團結一心，寫好香港由治及興
新篇章，也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發揮更大
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香港立法會議員

內港教師計劃實施二十年來，湧現了
許多先進人物和感人肺腑的動人故事。香
港教育研究發展中心是該計劃連續十六年
的承辦者，一直擔任發展中心總監的我，
此時此刻，更是心潮膨湃，感慨萬千。歲
月如歌。道不盡的心裏話不知從何說起。

初識結緣
我們有幸香江結緣，共事一年的內地

專家教師大約有七百四十多人。跟大家的
認識，首先來自一年一度的內師赴港行前
培訓。早期的行前培訓，都是安排在七月
中，每年在不同的城市某一所大學裏舉行，
如武漢、西安、昆明、長春、廣州、深圳
等地。幾天的培訓後，內師們需返回自己
的居住地，八月底再集中統一奔赴香港。
特區教育局官員和我們發展中心的同事往
往都會參加內師行前培訓活動，並有專門
的分享時間。每每看到這些來自祖國天南
地北、如此優秀的專家教師們那煥發的英
姿和閃亮的精氣神，我們所有的香港代表
心裏總是充滿感恩和期待。

同行同樂
初到香港，我們發展中心組織的第一

個集體活動是參加香港教育界國慶聯歡晚

宴。逾千名教育同工歡聚一堂，齊唱國歌、
《歌唱祖國》、《東方之珠》等愛國歌曲，
給內師們很不一樣的感受和震撼。

發展中心在教育部港澳台辦、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教科部和特區教育局的大力
支持和指導下，負責為內地專家教師提供
生活管理和後勤保障服務。中心透過每月
一家訪、每月一活動和每月班委會等各種
方式，為內師提供無微不至的關顧和支援，
組織了大量的、豐富多彩的文體康樂聯誼
活動和專業發展活動。如有老師生病，發
展中心會派出同事陪同就診，方便語言溝
通和提供協助，也起到寬慰老師的作用。
不少內師對我們溫暖又貼心的安排讚不絕
口。

我們曾有一位內師，假期外出時不幸
受傷，小腿骨折，急診就近送往屯門醫院
住院。真的是傷筋動骨一百天。教育局官
員、發展中心同事和部分內地專家教師不
顧路途遙遠，經常去醫院看望她，為她打
氣。

另一位內師，則是在港鐵站扶手電梯
上不幸意外受傷的，我們電話指引她呼叫
救護車送去住院，並立即趕往醫院，提供
協助；該老師出院後，我們還前往探望，
繼續跟進。

一年一度的東平洲一日遊團建活動和
同樂日團建活動是歷屆內師的傳統保留項
目。東平洲集世界地質公園、國家地質公

園和香港郊野公園三園於一身，享有盛譽，
奇形怪狀的岩石和地貌，展現出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迷人魅力；海邊的各種擺拍，
更樓石前的大合影，都給內師們留下了十
分深刻的印象。返程船上的海上音樂會，
才是我們的重頭戲，大家歡聲笑語，載歌
載舞，更是將這一天的歡樂和美好推向了
高潮。

內地專家教師同樂日，其實就是趣味
運動會，有氣排球團體比賽、跳繩及運送
乒乓球接力團體比賽和二人三足接力團體
比賽等，隊員、工作人員、啦啦隊隊員，
人人參與，內容豐富多彩，活動順利圓滿，
從而促進了內地專家教師的團隊建設和團
隊精神。我們也請來了教育局官員一同參
與，與眾同樂，老師們開心難忘，好評如
潮。

在做好服務和支援的同時，發展中心
十分重視內地專家教師的專業發展，致力
於提升內師們的專業素養和能力。從內師
抵港後上崗前的三天集中培訓，到參觀香
港的傳統名校；從港交所、廉政公署的參
觀，到香港科技大學、饒宗頤文化館的訪
問；從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到解放軍
駐港部隊軍營；從知名校長的專題講座、
工作坊，到教育專家親子教育的現身說法；
從香港的專業培訓，到深圳和佛山的參觀
交流，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內師們的專
業發展和持續提升。

當然，最令人難忘的還是2019年修例
風波和連續三年疫情的衝擊和挑戰。

修例風波期間，港鐵站被封，老師們
克服困難，想方設法步行上班；硝煙迷漫，
路上不敢說普通話，老師們堅守崗位，如
常工作；疫情三年，兩地維持有限度通關，
內師無法離港，春節也要留港守歲；若不
幸 「中招」 ，內師還要被送往隔離；一年
後返回內地時，還要進行酒店隔離，等等。
發展中心都能緊密團結內師，沉着應對，
通力合作，經受住了考驗，成功穿越了種
種的風險和挑戰，確保了內師計劃二十年
來從未受阻停辦，為溝通兩地，交流合作，
做出了重要貢獻。

十六年來，內港教師計劃已經成了我
們的 「孩子」 ，一批批內師也成了我們的
家人；我們發展中心團隊始終不忘初心，
用心用情用愛來為大家服務；在感情上將
內師當成家人來對待，在行動中將內師作
為幼稚園的小夥伴來照顧，盡心盡力將領
導們的關愛和集體的溫暖帶給大家，低調
務實，甘當無名英雄。我們也贏得了歷屆
內師們的尊重、信任和厚愛。

獨行者速，眾行者遠。一個優秀的團
隊，真的是可以感染人、激勵人、培養人
的。一年前的內師，無論如何想像，恐怕
都預計不到一年後的體驗、收穫和感悟：
不悔的選擇，慶幸的經歷，難忘的美好。
剛到香港時，大家免不了會這不習慣，那

不順眼；但當內師融入香港，開始愛上她
時，大家卻又要啟程返航了。每一年，內
師們在付出和貢獻的同時，也得到了學習
和成長，變得更加的珍惜、知足、感恩和
奉獻，將歷屆內師的團隊精神和光榮傳統
「不負內地不負港，滿滿正能量」 傳承得
很好，並能發揚光大！這一年，對大家來
說，真的是太難忘了！專業上成長了；生
活上獨立了；做人上成熟了；做事上老練
了；不會做飯的，也能燒出好菜來了。每
個人都成為了更好的自己。特別是內師們
親身見證了歷史，體驗了香港。這些獨一
無二的經歷，獨樹一幟的收穫，獨特深厚
的情誼，不似親人勝似親人的兄弟姐妹
情，已為大家的人生寫下了美好難忘的篇
章！

重逢續緣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一年香港緣，一世香江情。歷屆內地專家
教師對香港，對內港教師計劃，無疑都懷
有特殊的情誼，是真愛；內港教師計劃的
成果也值得好好總結、宣傳和推廣。

歷史會記住你們的！記住你們的艱難
和勇敢；記住你們的貢獻和非凡；也記住
你們的堅定和美好。

想你時，你在天邊；念你時，你在心
田。相逢是首歌。歌聲嘹亮，美好難忘。
我們期待與您香港見！

香港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總監

議事論事
李慧琼

有話要說
詹華軍

功夫熊貓受熱捧的啟示

堅守一國兩制寫好由治及興新篇章

香港旅遊業
逐漸復甦，但隨

着消費習慣、經濟環
境的急遽改變，業界也面對各式各樣的
新挑戰。最近中央再送贈香港一對大熊
貓，以及發揚本地武術文化的 「武林盛
舞嘉年華」 獲得廣大回響，也在處處提
醒社會各界和業界，香港發展旅遊業並
不是要 「硬銷」 景點和商品，而是要善
用自身 「內聯外通」 的獨特優勢，把盛
事糅合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元素，打造
「人無我有」 的旅遊體驗，落實 「無處
不旅遊」 理念，才能重振香港旅遊業。

香港今年以來的 「旅遊業成績」 其
實不算差，例如最近的內地 「五一」 長
假期間，香港錄得約76.6萬人次內地旅
客經各海陸空管制站入境，為香港帶來
超過20億港元收益。這個成績應該值得
肯定，也說明特區政府主打盛事經濟的
大方向並沒有錯。然而，從相關數據也
能看出一些較為迫切的問題，比如訪港
內地遊客雖然大幅上升，但過夜客人數
卻沒有相對增加，而且本地消費始終較
為薄弱。剛過去的 「七一」 假期，儘管
特區政府聯同飲食業界推出多項優惠鼓
勵市民留港消費，但效果有限，三日假
期期間共有逾126萬人次出境。

善用香港獨特優勢
今年5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政府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一行，提
出要樹立 「香港無處不旅遊」 的理念，
充分發掘香港豐富的旅遊資源。夏主任
提出的 「無處不旅遊」 ，不應以字面簡
單解釋為發挖地理景點，而是從文化、

社區、資源各方面積極提煉出旅遊元
素，展現香港獨有的吸引力。

最近中央再向香港送贈兩隻大熊
貓，消息一出已在坊間引起熱議；而昨
日開始一連六日舉辦的 「武林盛舞嘉年
華」 ，也集結了3000名來自港澳內地
及海外超過十個國家的表演者，包括4
歲的幼童到96歲的武術大師。兩件事看
似不大相關，但本質卻是相同的，也就
是善用 「內聯外通」 、國際化這些香港
的獨特優勢，來創造香港獨有的旅遊價
值。

就比如大熊貓，作為國寶級動物，
一般人或者一般城市，平日其實難有機
會能與其近距離接觸。而香港正是因為
有 「一國兩制」 這項優勢，才能實現其
他國家或城市難以複製的大熊貓接觸體
驗。日前香港社會出現一陣有關熊貓改
名的討論熱潮，亦正好說明，這對本地
遊客同樣具一定號召力，甚至有不少聲
音提出發展 「熊貓經濟」 。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透露，除了全
力作好準備，力爭10月1日大熊貓到港
以外，也希望新一對大熊貓能在香港開
枝散葉。 「十一」 正值國慶長假，正好
是吸引內地遊客的大好時機，尤其熊貓
作為國寶，對內地遊客更具吸引力，以
此作為發展 「熊貓經濟」 的第一步，大
有可為。

另外，大熊貓在香港能否繁殖成
功，也牽涉到 「熊貓經濟」 能否做到可
持續。過去4隻大熊貓居港多年來都無
法自然交配成功，海洋公園要總結過去
的經驗，也可以考慮向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 「取經」 。如果香港能養育出
土生土長的大熊貓，相信不但可以迎來

一波新的熊貓熱潮，也能作為弱勢物種
保育上的重要成果。

提供「人無我有」旅遊體驗
如果說大熊貓反映出香港背靠祖國

的優勢，那 「武林盛舞嘉年華」 就是一
次香港本地文化結合國際化特色的獨特
展示。這次盛事不只集結海內外數千名
「武林高手」 ，而且融合唐詩、華服、
舞蹈等傳統中華元素，還播放多套經典
港產武打電影。其中光是武術表演和港
產武打片，長年來就一直受不少外國人
喜愛，而香港繼承了傳統的中華武術文
化，又有可以聯繫海外其他地方的龐大
網絡，兩者結合，才形成香港獨有的武
術文化盛事。

其實要數香港獨有的文化，也絕不
止這幾點，其他例如九龍城寨歷史建
築、形似科幻片中 「賽博龐克」 式的城
市設計風格等等，都是香港獨一味的歷
史文化元素。事實上，不少外國人來
港，對一些商業化景點沒太大興趣，反
而醉心這類老式建築。其實當局進行舊
區重建時，也應該適當地保存一些具有
歷史價值和獨特風格的建築，更有利打
造香港文化標誌，塑造出一個香港獨有
的旅遊形象，相信吸引力並不會比世上
其他任何地方低。

香港旅遊業要打破樽頸，大前提便
是要提供 「人無我有」 的獨特旅遊體
驗，這不單要靠業界改變思路、或提高
服務質素，還要有意識地善用自身擁有
的優勢，結合獨特文化元素和盛事，讓
遊客感受到唯香港只有的魅力，才能讓
他們一來再來，真正做到 「無處不旅
遊」 。



早前，筆者有幸參觀了 「明愛荃灣廳堂」 ，
深刻體會到共享空間為劏房家庭所帶來的巨大
改變。 「明愛荃灣廳堂」 鄰近劏房，附近的住
戶只需步行就可到達，廳堂設有廚房、飯廳、
客廳、洗衣間、學習室。共享空間的概念能把
劏房的有限空間延展到住所以外，讓居民有更
多生活空間和社交機會，也可在這裏享受難得
的休閒時光。

此外，我亦在端午節期間探訪 「仁濟醫院
過渡性房屋」 住戶，他們分享了家庭入住後的
生活變化，不僅解決了租房開支的負擔，居住
環境亦得到大大改善。有住戶告訴我，家中小
朋友搬入新居後，結識了新朋友，大家一起學
習玩樂，人也變得開朗活潑。通過這些實地參
觀和探訪，讓我明白到共享空間對於劏房戶兒
童身心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2021年香港人口普查結果指出，劏房戶
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56.5平方呎，約一成劏房
戶沒有獨立廁所或窗戶，居於劏房的15歲以下
兒童約有3.4萬人，分布在約2.59萬個住戶內。
劏房住戶的生活質素毫無保障，不適切居所不
僅影響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更不利兒童的成長、
學習、健康、社交生活等不同方面。小童出生
至12歲是脊骨成長的關鍵時期，但長期居於不
適切住所的兒童大部分生活均在床上或飯桌上
進行，甚至常要彎腰坐在床上完成功課，沒有
正常的活動空間，加上空氣不流通、光線不充
足，容易滋生細菌，不少劏房兒童會患有哮喘
或其他呼吸道疾病。長期下來，對劏房兒童的
視力、姿勢和骨骼發展均帶來難以逆轉的負面
影響。

劏房環境不利兒童身心健康，不僅是社會

普遍認知，更有調查數據及科學證據支持。根
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會、香港
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會在2016年發表的《貧
窮兒童住屋環境與脊骨健康關係調查報告》，
研究顯示八成受訪兒童沒有書枱或固定地方學
習，經脊醫評估79.6%接受檢查的兒童脊骨都
有問題，96.5%更是與家居有關。港大醫學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去年在
「告別劏房」 研討會上亦表示，兒童腦部發育
受到多項因素影響，若長期處於劏房等不理想
環境，有機會造成智力發展遲滯。

給予劏房兒童更多關注
共享空間能有效緩解這些問題。共享空間

除了提供活動範圍和設施，讓兒童有地方玩耍
和學習，更可透過興趣班、工作坊等等活動，
促進社區內兒童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香港正逐漸發展 「社區客廳」 ，各區民政
事務處可積極聯繫社區組織、企業和非政府組
織，共同推動共享空間的建設和運營，通過多
方合作，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資源，提升共享空
間的質量和覆蓋範圍。此外，亦要加強宣傳和
推廣，可通過與區議員攜手合作，提高周邊居
民對共享空間的認識和參與度，定期對共享客
廳的運營情況進行評估，建立有效的反饋機
制，共同推動各區社區客廳的發展，使更多
劏房住戶受惠，提升社區整體生活質量和凝
聚力。

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在體面的
環境和尊嚴中過上健康的生活，因此改善不適
切住所，並為當中住戶，尤其是兒童，提供更
多力所能及的幫助，是社會應有之義。期待社
會各界能給予劏房兒童更多關注與資源，在劏
房集中區域設立更多共享空間，以減低長期居
住在不適切住所對他們帶來的負面影響，讓這
些青少年兒童可以身心健康地成長。

新民黨荃灣區區議員、博士

共享空間改善劏房兒童生活素質

新聞背後
梅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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