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座前先進行升旗及奏唱國歌儀
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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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表演增國民認同感
鳴遠中學辦座談提倡守法 教師：憲法教育不能太硬邦邦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加強對香港青年學

生的憲法和基本法宣

傳教育是「國家憲法

日 」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點。昨日雖為周六學校假期，但天主教鳴遠中學特地舉行

「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透過憲法教

育座談及各相關項目，解說國家憲法內容及提倡守法精

神，共有約200名師生及市民參與。活動邀得勵進教育中

心理事會主席、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向師生介紹了國

家憲法日由來等內容。該校校長及教師分享指，憲法教育

不應太過「硬邦邦」，而應由生活着手，培養學生有關的

知識和法治精神，同時也要幫助下一代了解國家歷史文化

及現今發展的趨勢，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國家憲
法日」，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在 fb發帖表示，為協助學校趁「國家憲法
日」推廣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教育局除了提供學與教資源、校本學習活
動建議之外，亦正舉辦全港中小學「2021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藉以協

助學校趁「國家憲法日」推廣憲法、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楊潤雄指出，在「國家憲法日」的同時，

適逢國家隊奧運金牌運動員正在訪港，可謂
別具意義。在憲法與基本法下，香港特區可
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

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
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國家隊和港隊分別出征奧運，並且取

得佳績，我們無論看到國旗或區旗升到最
高點，聽到的都是雄壯的國歌，心聲共
鳴，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驕
傲！」他說。

楊潤雄：「國家憲法日」適逢國家隊訪港別具意義

昨日活動由鳴遠中學、香港漢
港聯誼會合辦，范徐麗泰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主禮。
在升旗及奏唱國歌儀式後，活動
開始了啟動禮。其後，范徐麗泰
介紹了國家憲法日的由來，包括
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在2014年11月決定，將12月4日
訂為「國家憲法日」，這個日子
全中國各個地方都會舉辦相關的
活動講憲法學憲法。

范徐麗泰：無憲法無「一國兩制」
范徐麗泰強調，香港人是中國人
的一分子，理應尊重憲法，享受憲
法帶來的權利，亦應盡公民的義
務。事實上，「一國兩制」方針與
構思是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法律規定」，由全國人大制定，
「可以說無憲法就無『一國兩
制』。」
她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

法，憲法規定了中國是單一制國
家，所有權利屬予中央，由中央
授權予地方進行管治，有別於加
拿大聯邦制，故憲法是一部授權
法。而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
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
度。」所以香港可以走資本主義
制度，內地則實行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制度。

袁玉蘭：為香港培養棟樑
鳴遠中學校長袁玉蘭在活動致辭
時表示，校方選擇這個日子透過不
同形式教學生認識憲法與基本法，

培養他們的法治精神，了解中國歷
史和國家現今發展的趨勢，以及祖
國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幫助青年
人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為香
港培養棟樑。
該校老師、國民教育組主任張

力峰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說，憲法教育不應太過「硬
邦邦」，而應由生活着手，令學
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有了國民
身份認同感後，自然會對國家的
發展及國家法律有更多深入的探
討，所以校方想從生活着手建立
學生對國家的感情。
他寄語同學在追求成績的同時，

建立良好的品格及價值觀亦非常重
要，而尊重法律及國家是同學們需
要擁有及培育的價值觀，這也是作
為老師應該做的，「不單只是學習
課本的知識，應全面地學習，從歷
史入手，認識自己的根、自己的
源，自然會認知到自己是中國人的
一分子。」

內地姊妹校師生視頻送祝福
在有關憲法的宣傳教育外，昨日

活動還透過一連串的中國文化藝術
表演如唐朝服裝匯演、學生朗誦、
旗袍服裝秀、琵琶表演、踩高蹺、
投壺、蹴鞠、刺繡、射藝等，讓參
與者了解中國華夏文化源遠流長，
提升國民認同感，成為尊法守法、
心懷家國的良好國民。多所內地姊
妹學校的師生透過視頻送上祝福和
勉勵。
其他出席嘉賓還包括香港漢港聯

誼會會長張小宇、常務副會長劉興
達，知識之友會主席廖國良、義務
項目總監黃月好，香港內地青年義
工交流協會首席總監陳少棠，香港
內地青年義工交流協會主席莊樹
煌，香港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潘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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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鳴遠中學昨
日的「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
法日教育活動上，
學生們靜心聆聽嘉

賓們的分享，更從中受益良多。
該校中五學生馬志穎在活動後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在聽完范
太及陳曉峰對於
憲法的說明後
有 很 多 收
穫，包括了
解到更多憲
法及基本法
之間的關係，
及明白香港與內
地法律制度的差異。
他說，以前自己主要對基本法的

認識多一些，但透過是次專家嘉賓
的講解，才知道原來先有憲法才有
基本法，既增加了自己的國民身份
認同感，也擴闊了眼界，不單只是
看到香港，而應該放眼國家。
馬志穎又提到，范太分享時講述

了中國的制度與其他國家有所不
同。自己希望繼續加油努力，學習
不同層面的知識，豐富對國家對世
界的了解。

該校中四生
陳滿霖坦言，
自己過去未
有太多機會
深入學習憲
法及基本法
的相關知識，

但希望未來能把
握機會，加深了

解，將對更全面認識國情，及提升國民身份
認同感很有幫助。
鳴遠中學中二生狄加

寶的父母來自菲律
賓，但她在香港出
世，是土生土長的港
人。她認為，雖然自
己平日較少學習到憲
法相關知識，但憲法與
基本法其實都與生活息息相
關，未來如果有機會，自己
會更積極學習相關的知識。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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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滿霖

●馬志穎

●狄加寶

●天主教鳴遠中學舉行「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透過憲法教育座談及各相關
項目，解說國家憲法內容及提倡守法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多所內地姊妹學校的師生透過視頻
送上祝福和勉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活動還有一連串的中國文化藝
術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場起立準備奏唱國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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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一年一度的國家憲法日，香港有多
場研討推廣交流活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
「憲法與『一國兩制』」為題的網上座談會
致辭，全面深入剖析憲法與「一國兩制」的
關係，引導香港社會清晰認識憲法是香港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關鍵和基石，讓香港社會
各界更堅定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憲
制秩序，堅定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令保
障香港長治久安的法治基礎更加牢固，並且
在憲法和基本法引領與保障下與時俱進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實現良政善治，助力香港在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參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再創
新輝煌。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
程，更是設立香港特區和制定基本法的法律
根源。「一國兩制」事業建基於憲法、源自
於憲法。沒有憲法的授權，就沒有香港特別
行政區，就沒有香港基本法，就沒有「一國
兩制」方針的具體化、法律化、制度化，就
沒有香港回歸時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
接；沒有憲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就沒有「一
國兩制」這個前無古人的制度安排。中國共
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力量，創造性地開創了「一國兩制」偉業，
尊重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維護
特區憲制秩序的核心要義。不承認憲法在香
港特區的至高地位、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就是忘了香港特區是怎麼來的，實際上
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憲制根基。

香港回歸 24 年多的歷程再清楚不過地告
訴我們，只有國家憲制秩序之下全面準確落
實「一國兩制」，才能從根本上保障香港的
繁榮穩定和政治安全。香港回歸祖國後重新
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始終堅持依法治
港，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國人大
及其常委會先後多次作出決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先後五次解釋基本法，從憲制層面解決
了一系列特區自身無法解決的重大問題，有
力保障和支持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是香
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的
重要憲制力量。但從 2014 年起，香港接連
發生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等社會動亂，
甚至導致黑暴橫行，香港法治安寧蕩然無
存，「一國兩制」實踐出現偏離正軌的危
險，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背離甚至罔顧憲法
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不尊
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中央的全面管治

權。
針對修例風波帶來的危及國家安全和特區

管治權的嚴峻複雜局勢，中央果斷出手，採
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措施，全國人大根據憲
法有關規定出台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就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作出決定，堵塞了重大法律制
度的漏洞，維護了社會安寧，保障了政權安
全，帶來了香港局勢由亂到治的社會歷史發
展的重大轉折。事實充分證明，憲法和基本
法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保障作用，不僅體
現為正常狀態的規範調適，更彰顯於非常時
刻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如駱主任總
結，中央始終堅持依法治港，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每一次對憲制權力的運用，都向世人
昭示了一個真理：要維護香港同胞的整體和
根本利益，要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
就離不開憲法和基本法的保駕護航。

展望未來，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規範指引
下，隨「愛國者治港」原則開始全面有效
落實，香港將實現良政善治，這一過程必將
是港人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過
程，也必將是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依
法保障的過程，是香港社會不斷進步和個人
不斷發展的過程。這「三個過程」清楚顯

示，落實「愛國者治港」、實現良政善治，
不僅是推動憲法在特區全面貫徹落實的需
要，也是香港社會和個人都可以有更大作為
和貢獻的必然選擇。為此，香港要持續完善
特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
健全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區行使全面
管治權的制度，進一步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健全行政長官對
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完善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

香港在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管治安全、社
會法治穩定的同時，處理好經濟發展、民生
改善問題同樣十分重要和迫切。香港的發展
和繁榮，從來就離不開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繁
榮強大。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中國
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把我
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開啟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的新一頁。對於香港而言，國家的新時
代新征程意味無限機遇，在實現國家富
強、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香港完全可以與時
俱進，在充分發揮獨特作用的過程中實現香
港的新飛躍，成就港人尤其是港青的美好人
生。

堅守憲制秩序踐行「一國兩制」 開創香港和港人更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