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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武術是中華文明的精髓，
香港應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在港打
造「合作交流示範區」，傳承和
弘揚中華「武術+」，拓建武術
產業，助樹文化自信、國家認同
和國際形象。

「十四五」規劃特別提出要支
持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這是一個非常矚目
的新亮點，也體現了國家對香港
潛力的了解。香港是一個保存大
量中華傳統文化的地方，擁有推
廣中華武術的資源和優勢。早年
大批著名武術家南下香港，各路
門派百花齊放，中華武術在香港
落地生根。及後因港產片的大行
其道，在一眾歐美國家掀起習武
狂熱，更令中華武術發揚光大。
值得一提的，是成名於香港的李
小龍，向全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
的「武道精神」，凸顯了中國人
特有的精神和骨氣，在不少外國
人的心目中，中華武術是一種值
得學習、值得尊重的珍貴文化，
而這種文化更包含了溝通中外的
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共同擁抱武
術功夫這獨特傳統的嶺南文化，
何不將武術文化打造成為香港的
文化名片？

從硬件方面去看，香港應該建
立一個香港武術博物館，將與武
術相關的拳譜珍本、跌打醫術、

養生秘訣、氣功
古本等等收集整
理，向社會大眾
展現香港武術史
的歷程；從軟件
方面去看，建議
政府鼓勵香港的武術專家、研究
學者對中國的武術文化進行系統
梳理、分析、研究，挖掘武術文
化的深度，吸引西方武術愛好者
來香港，令武術轉化成為一股具
有親和力的文化力量。

目前內地有黃飛鴻博物館，
佛山亦打造成武術之鄉，香港
與大灣區文化相連，何不以武
術為引，建立探古尋源、追蹤
武術名家故鄉、拜訪武學養生
之道等主題旅遊路線？建議特
區政府以象徵式租金租予武術
文化推廣團體，合作打造特色
武術歷史博物館、武術名人堂
等，成為香港獨一無二的文化
地標，助力文化傳承與推廣，
促進文化旅遊產業。

更重要的是，中華武術文化有
助提升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華
文化的認同，香港應加強傳統武
術與中華醫藥、文博等行業的跨
界合作，以「武醫融合」的康體
整復體驗館院建設和以中國古代
體育文物展、武術節慶活動等為
抓手，建立常態化交流機制，助
推嶺南傳統武術的國際傳播。

駱主任再訪基層 不忘初心為人民
國慶前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再次深入香港社區。駱主

任在避風塘登上漁船與漁民攀談；造訪數碼港，看望創業

青年；體察深水埗街坊福利會的免費診療；向旺角街邊小

商舖經營者了解行情，還鑽進籠屋，感受住戶的窘況，其

間，聽取意見、建議，了解他們的困難和需求。駱主任此

行，是中聯辦國慶期間「落區聆聽，同心同行」活動的開

場，之後更多中聯辦幹部陸續深入基層，了解民情，傾聽

市民心聲。落區聆聽基層聲音，與香港市民同心同行，民

間疾苦、基層心聲可以直接上達，為的就是要更好更快地

掌握社會底層的真實需求，幫助他們化解困境。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據悉，這樣的活動以後會常態化，充分體現
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注，也為特區政府把
解決基層切身利益問題擺在重要位置，起到促
進作用。這項深入實際、為民謀福的舉措，受
到社會各界、尤其是基層市民的廣泛關注和贊
同。

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今年的國慶，正值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國

家緊鑼密鼓實施「十四五」規劃，開始邁向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香港正由亂及治，加快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
聯辦官員深入社區、了解民情，將「落區聆
聽，同心同行」活動常態化，無疑是在「踐行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並將其落實到

「一國兩制」實踐上，化解香港發展瓶頸和尷
尬，彰顯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的
初心、責任和擔當。

香港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形成了諸
多深層次矛盾，這些矛盾大多集中體現在基層
利益被忽略上。諸如，貧富差距加大、住房問
題嚴重、青年發展空間受到限制等。這種狀況
阻礙了香港的發展，使香港發展成就大打折
扣，基層市民生活艱辛，民間積怨頗深。正如
駱主任在走訪社區時所說：「只有廣大市民的
生活好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
好！」

在「一國兩制」實踐上，中央政府始終如一
地關懷、支持和幫助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但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難以

化解，一些矛盾甚至被激化。這並非實行「一
國兩制」的必然結果，恰恰相反，這是未能完
整準確落實這項制度優越性的結果，是國外敵
對勢力、某些大利益集團和一些反中亂港分
子，干擾、阻礙和破壞中央政府全面管治以及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結果。香港要發展得好，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就要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
礎上，完善制度建設、轉變政府職能、切實顧
及基層民生利益。

從根本上化解不安定因素
如今，香港國安法得以落實，選舉制度得到

完善，「愛國者治港」穩步推進，良政善治新
局面形成，這些都為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保持社會穩定繁榮，集中精力化解深層次

矛盾，創造了良好的必要條件。加上國家發展
日新月異，經濟、國防、外交實力增強，國際
地位亦不斷提高。「背靠大樹好乘涼」，香港
社會要珍惜並很好地利用這樣的機會，解決好
自身的問題。

駱主任再下基層，中聯辦將「落區聆聽，同
心同行」活動常態化，向香港社會發出一個正
面信息，那就是在社會秩序恢復正常、各項制
度逐步完善後，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逐步解決香港深層次矛
盾，務實地化解貧富差距加大、房屋緊缺和青
年發展受到限制等棘手問題，從根本上化解不
安定因素，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為
一位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我跟廣大市民一
樣，對此充滿信心和期待。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國慶節前夕率領中聯辦同事落區開展
「落區聆聽，同心同行」活動，這已是他出任中聯辦主任以
來第四次落區，體現了中央執政為民的光榮傳統，也為香港
政府治港團隊做出了親臨一線、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
行動綱領範式。駱主任在探訪過程中語帶深情表示「香港同
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着中央的心，必需要加大力度解決問
題」，同時一針見血指出香港解決住屋問題，最根本、起決
定性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有牢固確立「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問題才可逐步解決。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根本目的是為
了讓普通老百姓過好日子。只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
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好！」駱主任的發言體現了中央惠
港利民的政策關懷從來沒有改變過。中聯辦這次落區起到良
好的範例作用，將帶領香港從「由亂及治」向「由治及興」
邁出堅實有力的一步。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
的血肉聯繫，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幹在一
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多
年來深耕社區，一直秉持愛國愛港愛鄉的宗旨，團結在港鄉
親，促進粵港交流合作。今年6月廣總成立香港十個地區分
會，以河流分支延伸灌溉社區的理念，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
式，以服務基層市民作為發願初心，通過新的地區分會模式
進一步鞏固地區工作，服務更多市民。同時成為民間和政府
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橋樑，並以十個分會平台開展與大灣
區十個城市社區工作的交流。

同鄉社團作為最接地氣，擁有最多基層市民作為會員的民
間機構，在當前香港邁入新的發展階段，被賦予新的歷史使
命。希望政府和民間戮力同心，目標一致，以民為本，以民
心所向為大局，一同為推進「一國兩制」在港行穩致遠、香
港未來繁榮昌盛而不懈努力。

愛國有能者治港 執政為民者興港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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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日前，國家公安部黨委召開
擴大會議，身兼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公安部部長
趙克志在會議上強調，要切實
履行好公安機關承擔的各項涉
港工作職責任務，會繼續全力
支持香港警隊依法履職和嚴正
執法，維護國家安全、主權、
發展利益。

早在2019年12月，初上任警
務處處長的鄧炳強訪京時，趙克
志部長就表示：中央政府和公安
部永遠是警隊堅強後盾；去年5
月，趙克志亦在黨委擴大會議提
到要貫徹香港國安法，全力指導
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支持香
港警隊嚴正執法，是公安部長期
和一貫的立場和態度，有心人士
將此解讀為中央再度「破壞」
「兩制」，是毫無依據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
法，為特區政府防範、制止和懲
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提供了法
律武器，但不等於香港在國家安
全領域就可高枕無憂。外交部早
前公布了五大類102項美國干涉
香港的罪證，足見維護國家安全
任務複雜且艱巨，涉及諸多領
域，並非特區政府可自行解決。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國安事務
負有根本責任，公安機關作為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自然要

承擔涉港維護國
安的工作。

除 了 國 安 議
題，兩地警方在
諸多領域都有合
作和聯合執法的
經驗，特別是打擊偷渡、走
私、販毒等跨境罪案。水警女
高級督察林婉儀上月底在反走
私行動中墮海殉職，引發兩地
警方高度關注。香港警隊隨即
展開行動，一連多天拘捕逾百
名懷疑黑社會成員，其中數十
人涉嫌海上走私。而同一時
間，廣東警方亦展開「百日攻
堅」行動，以重火力、海陸空
包抄走私船隻，已拘捕逾10名
「大飛」船主，充公逾10億元
走私貨物。相信在兩地警方合
作下，一定會重創走私集團。

我們經常說，國家是香港最堅
實的後盾，所指的，其實不止是
經濟民生方面，還包括治安維護
及國安工作方面。由中央政法委
副書記、公安部部長兼任中央港
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其實
亦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的治安及國
安工作的重視與支持。新形勢
下，香港警隊有必要進一步加強
與內地公安部門在反恐、打擊敵
對勢力等執法和情報工作等方面
的合作，共同打擊各類違法犯罪
活動，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構建更牢固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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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豪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青研香港召集人 全國港
澳研究會會員

!

1� 國慶前夕，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落區深

入基層，走訪漁民、創業青年、中企義診及
籠屋住戶等，與市民促膝話家常。這是他出

任中聯辦主任以來第四次落區，而隨後幾天，多名中聯辦幹部
都分別深入基層社區。中聯辦透露，這類了解民情活動，往後
更將常態化。

筆者想起中共治國理政的重要一條：「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
權」。這不僅凸顯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與支持，更反映中央
掌握民情的「貼地」與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決心。從另一角度
解讀，中央駐港官員落區常態化，對督促特區政府做好民生工作
起了示範作用，更能從政策層面予以支持，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社會調研是治理文化中重要一環。曾有報道引述，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在國家實現整體脫貧的道路上，走遍了全國最貧
困的地區。去年疫情下，習總書記仍到訪十多個省市深入視
察，平均每月深入一兩個省市。駱惠寧主任定期落區體察民
情，正是踐行中共執政為民治國理政理念。

回顧去年「十一」國慶，駱惠寧出席官方慶祝活動後，首個
公開行程就是落區探訪長者及劏房居民。當時已有分析認為，
這反映中央對香港民生問題的高度關切。今年「七一」香港回
歸紀念日、「十一」國慶日前夕，駱惠寧再落區走訪基層，並
為一眾官員深入基層社區行動拉開序幕。

落區非「做秀」。若只是選擇性接觸市民，擺拍「打卡」一
番，除了宣傳效應，實質作用不會大。但中聯辦官員這次的系

列落區行程，聯繫對象涵蓋社會不同階層，直面
基層，聽取實況。筆者認為，這折射出香港由亂
及治的新形勢下，中央駐港官員「貼基層、接地
氣」行動常態化、規律化，凸顯為民辦實事、破解社會發展深
層次矛盾的決心。

發展以人民為中心
駱惠寧主任走訪的行程，從常被忽略的漁民群組、籠屋基層

市民到創科青年等，具有強烈的指導性及目的性。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一直指，土地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但相

關問題長期未能有效解決。駱惠寧主任探訪籠屋住戶時慨嘆，
「耳聞不如目睹」。駱惠寧主任提醒治港者，解決香港深層次
問題，需要解決「發展為了誰」的問題，並強調「發展以人民
為中心」。

這番話直擊香港治理痛點。貧富懸殊問題嚴重，青年向上流
動難，長者退休保障不足等等，深層次問題有很多，關鍵是從
何開始解決，「發展是為了誰？」以土地房屋問題為例，不少
市民輪候公屋超過十年仍未上樓，這不是覓地多少的問題，而
是當局有沒有秉持「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把市民的獲
得感、幸福感放在首位，真正為民謀福祉。

「愛國者治港」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要由真正具備治
理能力、有責任擔當的愛國者來治港，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
急、解市民所困；「肯幹事、能幹事、幹成事」。良政善治之
路，應從走出辦公室、體察了解民情開始。中聯辦官員做了很
好的示範，接下來，且觀察特區政府官員的行動了。

良政善治之路 從落區體察民情開始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最近內地國慶假期有不少電影上映，其中投資額高達2億美
元的抗美援朝電影《長津湖》成為不少觀眾的首選，上映4天
票房已經突破13億元人民幣。遺憾的是，在「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這套史詩級的電影上映日卻遙遙無期。筆者相信在資
本主義的香港，電影上映與否說到底還是商業行為，觀眾群體
的多寡決定一切。香港一般市民對於這場新中國的「立國之
戰」又有多少認識呢？

筆者可以提供一個例子。過去在社交媒體上載了兩段有關
「抗美援朝」的歷史視頻，最常看到的留言就是，「為什麼我
過去根本不知道這場戰爭呢？」作為一位前線教師，從現在中
學中國歷史的課程而言，對於這場以弱勝強、可歌可泣的保衛
戰只是短短一句輕描淡寫地帶過，更多談及的則是新中國的政
治運動，包括「土改」、「三反」、「五反」、「反右」以及
「三面紅旗」等等歷史事件，而其中的學習重點在於政治運動
衍生的問題。及後，更是用一整個章節談及「文化大革命」的
歷程和衍生的問題。「文革」的錯誤當然需要讓下一代認識，
但在「文革」時期，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兩彈一星」在課程中

基本上是缺席的。
特區政府的教育當局今年多次在不同場合談

到，「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是作為中小學教
育的重要學習宗旨之一」，怎樣的歷史教育就會培養怎樣的人
才，在現今的中史課程上對於近代中國，尤其是新中國的歷史
編排可謂是「貶多於褒」。筆者並非要求一面倒地唱好，但實
事求是地說，這段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史，還是有不少可圈可
點的事情值得我們的下一代認識。國民意識的基礎建基於客觀
的事實和主觀的意識。客觀的事實包括了我們的血統、文化、
語言以及生活習慣等等，另一方面的主觀意識則是建基於我們
的歷史教育、共同的社會制度等等。要真正的把教育當局的那
句話落到實處，歷史教育絕不能缺位。

在政治環境恢復正常後，特區政府在解決房屋民生問題的
同時，教育更是長治久安的根本。「培養怎樣的人才？怎樣培
養人才？為誰培養人才？」這三個根本問題是有關當局在培養
學生國民身份認同首要問的，從而檢視現有課程的不足，配合
不同科目的國安教育框架，才能更好地落實國家安全教育。

觀賞《長津湖》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