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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回歸25周年

司法改革不停步
以民為本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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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首位女性終院院長宋敏莉：

澳門百萬行籌款
逾五萬市民參與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第四十一屆公益金百萬行昨
日（8日）舉行，以實體步行籌募善款，吸引逾五萬人參與。澳門
行政長官賀一誠、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黃
柳權、外交公署駐澳特派員劉顯法等主持起步儀式，國家奧運金
牌運動員亦一同參與活動，沿途與市民揮手。截至12月7日，各界
捐助善款逾1700萬元。

剪綵儀式後，步行大隊在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等一眾主禮嘉
賓帶領下前行，多名奧運金牌運動員包括蘇炳添、潘曉婷、吳敏
霞、李小鵬、劉璇、李珊珊、劉洋、趙蕊蕊、傅海峰、張寧、張
雨霏、孫佳俊及汪順等，亦應邀參加百萬行，為參加步行人士打
氣。

澳門市民劉先生第二年攜同女兒參與百萬行，期望透過活動
教育女兒多參與公益事業，亦有團體組織傷殘人士參與，市民程
先生表示參加百萬行逾20年，希望透過活動推動傷健共融。

參與人數逐年增加
主辦單位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會長賀定一受訪時感謝社

會各界大力支持，公益金百萬行已成為澳門一個慈善公益的品
牌，為慈善共同出力，彰顯澳門人守望相助、互相幫助的精神。

賀定一更表示，參與活動人數逐年增加，疫後澳門線下活動已全
面恢復，相信一連串慶祝澳門回歸活動氣氛將會更加熱烈。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黃國勝則表示，現場氣氛熱
烈，不少參加者揮動國旗和區旗，參與步行陣容勝往屆，更有多
名金牌運動員助陣打氣，以及家庭扶老攜幼參與，樂在其中。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如火如荼，粵港澳三地分屬不同司法體
制，成為區域融合重要的議題。宋敏莉指出，大
灣區涉及不同法域，包括內地法律、香港法律、
澳門法律，這些法律體系在立法權、司法互信、
裁判標準等方面存在差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
大灣區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用的多元化糾紛
解決機制，推動訴訟、仲裁、調解等糾紛解決規
則的銜接。

她又指出，終審法院一直以來都與內地及
香港保持聯繫和合作，包括推動法治領域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模式和路徑創新，在國家層面的
制度安排和地方層面的創新探索，以實現澳門
特區與內地在法律規則更好的銜接，促進兩地
法律服務的互通互認，為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提供法治保障。同時會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司
法協助機制，擴大制度型對外開放，需要多方
協同、合力推進。

推進執行聯動平台建設
在特區法院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協作方

面，宋敏莉指出，澳門特區會通過簽署合作紀要
和協議，提升區域合作的水準。如在2023年12
月，特區初級法院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人民法
院簽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人民法院加強司法交流協作紀要》，
雙方就不斷鞏固和深化兩地法院互訪交流機制、
研究推動司法服務和保障等相關事項等議題達成
共識。

展望未來，宋敏莉希望，繼續推進以達至全
面的合作。例如內地法院提出推動跨境執行聯動
機制，加大跨境民商事判決執行聯動力度，完善
被執行人下落及財產聯動查處機制，推進大灣區
執行聯動平台建設。同時會不斷完善司法協助機
制，深化司法合作，探索大灣區內更高效更便捷
的協助機制，提升協助辦理司法文書送達、委託
取證等工作品質效率。 「這些工作將繼續推動澳
門與內地在司法領域的深度合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融合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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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這片充滿歷史沉澱的土地上，
法治的步伐從未停歇。宋敏莉，這位澳門
首位女性終審法院院長，不僅是司法改革
的見證者，更是推動者。從1996年的檢察
院檢察官到如今的終審法院院長，一直服
務澳門特區司法系統，她的職業生涯，恰
似澳門回歸後法治進程的一個縮影。

回歸之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實施，標誌着法律體系的全新篇章。宋敏
莉強調，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憲法
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澳門特區的憲制基
礎。基本法的實施確保了澳門的法律體系
與 「一國兩制」 原則相適應，又保障了澳
門的高度自治。

宋敏莉表示，澳門法院始終堅持履行
基本法和憲法。基本法明確規定，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法官和檢察官在履行職責時不
受任何干涉，確保了司法公正和律法的權
威。

推行便民司法舉措
「25年來，特區政府不斷推進司法改

革，力求提高訴訟效率，改善審判質
量。」 宋敏莉指出，立法會、政府和法院
在刑法、民法、商法等多個領域都進行了
法律制度的完善。她認為，法律體系和法
律制度總有進步的空間，並強調 「沒有最
好，只有更好」 。此外，隨着法院採取一
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推行民刑分庭，設立
多個專門法庭，實現法官和司法文員的專
業化發展，司法效率與回歸前相比有了大
幅提升。

她又提到，回歸25年來，澳門一直秉

持以民為本的初衷，不斷推行便民的司法
舉措，如推行電子訴訟服務，能夠通過電
子方式送交訴訟文書及支付訴訟費用，節
省了當事人往返法院的時間和精力。未來
會繼續擴大電子訴訟的使用，提高訴訟效
率。

「回歸後市民對於司法的了解與信賴
有大大的提升。」 宋敏莉表示，在回歸
前，本地法官人數較少，法院的裁判多使
用葡語進行，這使得市民必須依賴翻譯才
能領會判決內容。回歸後，法院採取了一
系列措施，如提高中文在審判活動中和包
括裁判在內的法院司法文書中的使用、推
行案件新聞稿發布機制、設立法院詢問處
等等， 「通過這些措施使得司法機構對於
普通市民來說不再披着一層神秘的面
紗。」

澳門特區終審法院院長一職，自岑浩輝今年8月
底辭職參選行政長官後一直懸空。澳門行政長官賀一
誠12月2日委任終審法院法官宋敏莉為終院院長。12
月6日，宋敏莉在賀一誠主持及監誓下宣誓就職，成
為澳門首位女性終審法院院長。

宋敏莉早前接受 「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集中
採訪」 媒體團訪問時表示： 「回歸後，澳門社會形成
了一種普遍尊重司法裁判和信賴司法的良好社會氛
圍，這些改變不僅體現了澳門法治的進步，也是澳門

特區在 『一國兩制』 下成功實踐的生動寫照。」 她
說，法院將不斷提升司法機關透明度，提高公眾對法
院運作的了解；同時透過設立案件新聞稿發布機制，
將重大案件、社會熱點案件的審判
結果和判案理由撰寫成新聞稿並及
時予以發布，加強社會大眾對司法
活動的認知和了解，有效提升司法
機關的透明度。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澳門昨日有逾五萬人參與公益金百萬行。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攝

安寧才可能發展
「好得意（可愛）呀！」 中

央贈港的一對大熊貓安安、可
可，昨日首度與公眾見面，吸引
大批市民和遊客前往參觀。開園
前半小時，已有不少市民排隊，
開園時間一到，許多人更是快跑
而入，迫切心情溢於言表。海洋
公園專門安排了直播，以讓更多
未能入園的人也能一睹為快。

安安、可可是中央送贈香港
的第三對大熊貓，體現中央對香
港的關愛和支持。特區政府和海
洋公園前日聯合舉行 「大熊貓亮
相儀式」 ，正式公布了這對大熊
貓的名字，寓意香港繼續保持
「安」 定繁榮，未來發展有無限

的 「可」 能性。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時指

出，中央最新送贈予香港的兩隻
大熊貓，連同2007年贈予的 「盈
盈」 、 「樂樂」 及其龍鳳胎，讓
現時香港共有6隻大熊貓，成為內
地以外飼養最多大熊貓的地方。
特區政府會把握大熊貓帶來的機
遇，團結社會各界推出更多大熊
貓相關推廣活動，為市民及旅客
帶來美好難忘的大熊貓體驗。

打造好大熊貓品牌，可為香
港發展高質量旅遊業提供新動
能。首個大動作大熊貓雕塑展覽
「PANDA GO! 香港遊」 近日已

順勢推出，2500隻大熊貓雕塑於首
站尖沙咀星光大道亮相，成為香
港的一道亮麗風景線，為市民和
遊客帶來莫大驚喜，引來歡聲笑
語不斷。這個展覽還將在昂坪
360、海洋公園和中山公園等地展
出，讓更多人感受快樂。

香港是亞熱帶地區，與大熊
貓的原生棲息地有頗大差別。但
首對大熊貓和 「安安」 「佳佳」
打破了人類圈養大熊貓的最長壽
紀錄， 「盈盈」 和 「樂樂」 也創
造了最高齡產子的紀錄，這除了
要歸功於海洋公園專業團隊的悉
心照料，也證明香港的確是一塊
充滿希望的福地。

大熊貓為香港市民和遊客帶
來無限快樂，更為香港帶來新的
發展動能。香港社會要珍惜來之
不易的繁榮穩定發展局面，用好
中央支持，積極創新作為，不斷
升級旅遊業態，為香港由治及興
不斷增添動能。



一步一個腳印 推動北都建設
特區政府早前動員近百家企業簽訂

意向書，支持北部都會區發展，發出了
北都建設將加速推進的重要信號。北都
建設是香港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發展規
劃，也是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關鍵一步，更是香港改革創新的重要
平台，影響深遠。建設北都千頭萬緒，
需要特區政府率領香港社會各界群策群
力，破難而進，以扎扎實實的工作，推
動計劃早日落地見效。

大公報記者近日到北都實地視察，
當地居民紛紛表達對北都計劃樂觀其
成、希望加快發展的心願。有原居民表
示，北都所涵蓋的區域大多是農地和果
園，經濟效益有限。過去雖然有商界收
地發展，但都是零敲碎打，難成氣候，
未能為當地環境帶來實質性的改變。但
發展北都就不同了，土地將大規模開
發，交通基建會大為改觀，人氣還顯著
增加，這會為當地居民的生活帶來實實
在在的好處。也有中學生指出，學校周
邊設施配套嚴重不足，連午餐都沒有什
麼好選擇，盼望北都建設加快推進，一
切都會好起來。

北都規劃面積300平方公里，約佔
香港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分四大片區
發展，建設周期20年。全面建成後將改

變香港的產業結構，形成香港南金融、
北創科雙輪驅動、比翼齊飛的格局，競
爭力將大為提升。特區政府近年引入的
重點企業，對北都期望甚殷，盡早遷入
北都發展，將加快香港形成創新產業
鏈、生態鏈。

北都還將提供大量的發展用地，提
供50萬套住宅，一舉改變香港的居住環
境；北都建設將創造50萬個就業機會，
特別是高增值的就業機會，為年輕人提
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北都鄰近深圳，將
與深圳的創科發展連成一片，成為大灣
區創科發展的重鎮，為國家高質量發展
貢獻香港力量。

北都關乎香港的未來，其重要性怎
麼強調都不過分。特區政府已為北都發
展設計好藍圖，並取得實質性進展。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
展綱要》上月推出，闡明園區的願景使
命、策略和目標，以及促進深港兩個園
區創新要素跨境流通的便利措施，為園
區發展訂下清晰方向。行政會議早前通
過新田科技城分區大綱圖，立法會則通
過新田科技城的首期工程撥款300億
元，該工程涉及發展面積158公頃，其
中創科用地43公頃，另有土地用於建造
公屋，最快2031年就可入伙。

另一方面，北都發展的複雜性和挑
戰性也不容小覷。特區政府連年財赤，
庫房較高峰期 「縮水」 近一半，這意味
着政府在資金運用方面面對相當大的掣
肘。為此，特區政府推出片區發展模
式，由工商界扛大旗，發揮創造性。香
港工商界一向愛國愛港，投資北都就是
以實際行動展現責任擔當。最重要的
是，北都發展前景廣闊，潛力巨大，更
有中央鼎力支持，投資北都將為工商界
創造巨大的實質利益，也有助實現企業
的 「華麗轉身」 ——由從事傳統產業轉
型為創科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香港工商界既勇於創新，
也精於 「計數」 ，早就深刻認識北都建
設是不可錯過的巨大商機。上月有近百
家企業與特區政府簽訂參與北都建設意
向書，其中包括本地企業、外資和國
企。當場簽訂的合作協議亦達數十項，
涉資逾千億元。這是企業界用真金白銀
的承諾，對北都發展投下的信心一票。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
輪科技革命加速了變局的演進。香港加
快推進北都建設，就是識變、應變、求
變的體現。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香
港需要緊緊抓住北都發展機遇，提質提
效提速，一步一個腳印，創造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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