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昨日通過決議，同意委任楊
偉廉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
常任法官。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發言時強
調，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區既是
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也
是世界上唯一中英雙語並行的普通法地
區，這是香港必須保持的獨特優勢。

陳國基表示，海外法官參與終審法
院聆訊的審判工作，充分體現了 「一國
兩制」 下香港司法體系的獨特性，不僅
有助維持終審法院的國際專業聲譽，更
鞏固了香港與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司法交
流。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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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廉任終院非常任法官
陳國基：體現港司法制度國際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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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法律學生內地法院實習 加強相互了解

涉啟德「詐彈」案
35歲男還押候訊

銀行業條例修訂 准分享可疑賬戶資料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法會昨日三

讀通過《2025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以促
進銀行之間在特定情況下分享可疑賬戶資料，加強
香港偵測及防止罪案的效率，提升打擊詐騙及相關
洗黑錢活動的能力。

政府對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表示歡迎，修
訂條例將於今年內實施，具體日期另行公布。

修訂條例引入自願機制，讓銀行在發現懷疑受
禁行為，即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或大規模毀滅
武器擴散資金籌集時，能通過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

的安全平台，與其他銀行及相關執法機構以電子方
式分享資料。

機制讓銀行及相關執法機構可及早行動，阻截
非法資金，並加快收集情報的速度，以更好保障公
眾免受詐騙及相關洗錢活動的影響。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警務
處國家安全處本月2日以涉嫌串謀恐怖活
動拘捕一名35歲男子，案件昨日下午在觀
塘裁判法院提堂，該男子被落案起訴四
項 「炸彈嚇詐行為」 罪。被告暫准毋須
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29日於西九龍法
院再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檢驗
其多部手機及行車紀錄儀等。辯方申請保
釋被拒，被告須還押候訊。

被告張可佳（35歲），報稱自僱人
士，持香港身份證。控罪指被告2025年5
月10日於香港，將明知或相信是虛假的消
息向警方公眾電郵的操作人員傳達，意圖
誘使警方相信在中央駐港機構或其附近
放有炸彈，或放有會爆炸或着火的物
品；同月13日於香港，三度將明知或相
信是虛假的消息分別向警察通訊員傳達，
意圖誘使警方相信在香港啟德體育園主場
館放有炸彈或放有會爆炸或着火的物品
等。

控方申請把案件押後至7月29日再
訊，以檢視被告的5部手機、1部電腦，以
及汽車錄影系統是否有控罪相關資料；並
調查被告的社交媒體言論是否涉及其他控
罪。辯方申請保釋遭控方反對。裁判官把
案件押後至7月2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
訊，下令被告還押候訊，但保留8日保釋
覆核權利，將於下周四（12日）作保釋覆
核。

曾任新西蘭最高法院法官
楊偉廉曾任新西蘭最高法院常任法

官，2022年4月退休，其後續以署任法
官身份留任兩年。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
已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推薦，在
今次獲得立法會同意後，預計將於本月
正式作出任命。

陳國基在立法會動議議案時表示，
來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優秀海外頂
尖法官加入終審法院擔任非常任法官，
正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認可與信任的又
一明證。終審法院持續委任優秀的海外
法官出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參與終審

法院的司法工作，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
司法制度高度國際化的獨特優勢，以及維
持國際社會對香港司法制度的高度信心。

陳國基強調，在 「一國兩制」 下，
香港特區既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
法管轄區，也是世界上唯一中英雙語並
行的普通法地區，這是香港必須保持的
獨特優勢。

司法機構獨立行使審判權
近年地緣政治緊張的大環境下，香

港部分海外法官遭受外國施壓和干預。
陳國基指出，特區政府對該些粗暴干預
香港司法制度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政

府全力支持司法機構依法獨立行使審判
權，亦對所有服務香港的法官和司法人
員的專業操守充滿信心，所有司法人員
均會按照司法誓言，以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的精神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
持司法公義。

終審法院是香港聆訊民事和刑事上
訴案件的最終上訴法院，由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和常任法官組成。來自香港或其
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非常任法官亦可應
邀參加審判案件。在聆訊及裁決上訴案
件時，終審法院審判庭由五名法官組
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三名常任
法官及一名非常任法官。

【大公報訊】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
聯合會（法專聯）昨日舉行 「2025內地
法院實習項目」 啟動禮，項目安排40位
香港學員赴內地法院實習，親歷處理新
興領域及跨境商事爭議解決等實務工
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致辭時表示，內
地和香港的人才要互相了解、互相學
習，充分認識對方的法制環境和發展大
局，對建設法治中國、與內地建立法律
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非常關鍵。他鼓勵修
讀法律的學生親身了解內地發展，以說
好中國及香港的法治故事。

本次項目以 「同根同源：從法
治中國到聯通世界」 為主題，安排
香港法律學子赴北京的中國政法大
學系統研習內地法律體系、參訪中
央有關部門，隨後分赴上海、南
京、杭州、深圳及廣州五地法院，
參與國際商事、海事、知識產權等
方面的實習內容，在法官指導下，
親歷處理新興領域及跨境商事爭議
解決等實務工作，助力香港青年成
為兼具普通法思維與大陸法經驗的

複合型法治人才。
林定國指出：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這次同學們能親身到內地了解和
學習，我希望大家能珍惜這個機會，多
聽、多看、多思考，深入了解國家發展
的情況。除了作為香港法律界的代表，
同學亦要化身成為香港的親善大使，與
內地的朋友多溝通，在合適的情況下向
內地朋友介紹一下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
它的寶貴之處，以及我們認為這個制度
能為國家作出貢獻的原因。」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指出：

「香港的法律與內地的法律需透過良性
互動，構建符合 『一國』 人民最大利益
的法治體系。因此，促進彼此的認識和
交流至關重要」 ，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更
為緊密能強化香港作為爭議解決服務國
際中心的地位。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法律部部長劉
春華寄語學生，作為新時代的香港法律
青年，要傳承愛國愛港精神，自覺與祖
國同行、與時代同行，成為維護法治權
威的生力軍，以法律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保障國家長治久安。

法專聯會長陳曉峰希望，參與
實習的香港法律學生能 「扎根實
踐、親身丈量普通法與大陸法系的
共融之道，探尋法治中國根系脈絡
的成長沃土。以此次實習為契機，
既做 『一國兩制』 法治實踐的見證
者，更要做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建
設者，為國為港貢獻力量」 。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粉嶺
皇后山邨及山麗苑食水出現黑色沉澱物，
水務署初步相信黑點是來自皇后山範圍的
內部水管，樣本已提交政府化驗所進行化

驗，預計本周內有結果。有大學實驗室的化驗結果顯示，黑色
沉澱物是瀝青，曾用作水管內的保護層，但已禁用多年。

皇后山邨和山麗苑近日先後發現食水有黑色沉澱物，山麗
苑更傳出有住戶肚瀉，食水安全引起關注。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昨日就事件會見傳媒，她表示食水出現黑點屬不尋常，明白市
民感到憂慮，水務署已要求皇后山邨及山麗苑的管理公司檢查
內部供水喉管、清洗水缸，並在內部供水管加裝濾網，情況已
有改善，個別住戶的食水已見不到黑點。

教大化驗樣本10分鐘有結果
甯漢豪表示，水務署曾檢查供水到皇后山邨的喉管，沒有

發現黑點，初步相信黑點是在皇后山範圍裏的內部水管，但房
屋署檢查後看不到異樣，仍有一些未知數，要再追查。黑點樣
本已送到政府化驗所進行化驗，料周內有結果。

有傳媒委託教育大學化驗皇后山邨食水樣本，利用紅外線
外譜儀分析水中過濾出來的黑色和綠色微粒，約10分鐘後有初
步結果。結果顯示，兩種微粒都是聚合物，綠色微粒很大機會
是喉管黏合劑，黑色微粒很大機會是瀝青類物料。負責化驗的
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曾耀輝認為，根據化驗結果可以收
窄調查源頭的範圍。至於為何政府多日都未能公布化驗結果，
曾耀輝相信政府要做較多化驗，才知道濃度和成分。

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漢輝指出，瀝青早年很常用作
水管防鏽，但近一、二十年已不批准使用，而皇后山邨及山麗
苑都是近年新入伙的屋邨，水管不應該出現瀝青，亦不應該這
麼短時間內就有塗料剝落。

房屋署：已加裝額外過濾網
水務署聯同房屋署人員昨日探訪皇后山邨及山麗苑兩個住

戶，與居民交流，解釋水質事件的最新進展。水務署表示，該
署每天持續抽取水樣本化驗，結果符合食水安全標準，並已要
求相關管理公司檢查內部供水喉管、清洗水缸，再加裝濾網。
署方引述兩戶居民均表示，採取上述行動後，水質持續有改
善，而現場目測住戶家中取得的食水水質清澈。

房屋署表示，已連日加強沖洗供水系統，並參考水務署的
技術建議，即時在皇后山邨總水錶房內的入水口額外加裝四個
過濾格，並額外加設過濾網；在皇后山邨及山麗苑現有共九個
過濾格額外加裝過濾網。

另外，水務署昨日表示，近日接獲富亨邨其中一個單位反
映食水出現黑點，隨即派員到場檢視，並為單位的水錶位置沖
洗喉管，發現供水清澈，已即時向住戶說明情況；同時透過屋
邨管理公司得知，近期沒有收到類似投訴，相信個案屬個別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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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何太」風波 揭長者生活深層次問題

新聞追蹤

掃一掃有片睇
製作：融媒組

▶何太接受訪問，透露已
撤銷何伯公屋加名申請。

▲水務署聯同房屋署人員，昨日探
訪皇后山邨及山麗苑住戶。

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位居世界前列，據政府統
計處資料，由2021至2030年十年間，本港面對歷
來最快的人口老化，65歲及以上人口由2021年的
150萬（佔總人口20%）將升至2039年的252萬
（31%）；80歲及以上人口將由2021年的40萬增
至2039年的93萬。

長者的精神健康等問題不容忽視。近日，77
歲何伯（何煊）與44歲的何太（葉秀定）在上月
30日因傷人案雙雙被捕鬧上法庭。昨日中午12時
許，何太到屯門警署報到，逗留約20分鐘離開返回
在屯門的住所。大公報記者分別在警署及何太住所
樓下， 「野生捕獲」 何太。她態度客氣，初時不願
接受訪問，隨後又解釋，案件發生後害怕陌生人接
近，又指自己傷勢嚴重， 「個頭都麻晒又暈，瞓得
唔好，警方有提供情緒輔導。」

何太：已撤銷何伯公屋「加名」
對於被質疑是否符合公屋資產規定，她說不擔

心被收回公屋，沒有收到政府有關信件， 「之前，

何煊（何伯）想加個名入來（指公屋單位），而家
都撤銷了，不讓他再加名了。」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對《大公報》
表示，一對夫妻相處是否融洽，關鍵在於雙方是否
有 「愛」 的基礎。不少老夫少妻結合的原因是各取
所需，並非由愛主導，慢慢就會出問題。夫妻要白
頭到老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所謂相愛容易相處
難，但如果真心相愛，彼此間遇到問題就能坦誠相
對，不怕有分歧和吵鬧，彼此的生活習慣、價值
觀、喜好等矛盾就會相互協調、修正。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趙明新（文）
趙明新、顧家愷（攝影、錄影）

城 中 紅 人
「何伯何太」 ，

近日因捲入傷人案被捕。由於事件涉及忘年戀、
公屋爭議、流量直播等因素，這對 「話題夫妻」
持續引爆香港社會熱議。大公報記者昨日分別在
屯門警署及何太住所樓下接觸到何太，問她會否
擔心被收回公屋，她表示不擔心，並指已將何伯
「加名」 入公屋的計劃撤銷。

香港人口步入超老齡化，這場鬧劇背後，凸
顯了長者的精神生活、健康、公共資源運用等深
層次的問題。有關注婚姻家庭的專家表示，夫妻
相處是否融洽，關鍵在於雙方是否有 「愛」 的基
礎。老夫少妻結合的原因若不是由愛主導，而是
各取所需便會出現問題。

城中熱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