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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司講好港故事 全國案例賽奪冠
北上清華讀研 參賽分享振興荔枝窩村經驗

「將香港的美好和成功經驗，以實踐結合更有趣的學術理念，達至知行合一，不

僅推動香港發展，也是對外講好香港故事。」就讀北京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

(EMPA)課程的香港警隊警司梁志恒，與其他4名香港和內地研究生組成團隊，以振

興香港荔枝窩村經驗作為分析案例，參加第六屆中國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賽，上月在逾

2,000支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得總冠軍，梁志恒更獲選最有價值隊員。他日前與香港文匯報分

享這一殊榮時表示，通過在比賽中與內地學生相互交流借鏡，將所學貢獻社會和警隊，以身

作則推動香港青年參與投身國家建設和發展的熱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傑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近年網絡安全引起大眾關注。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首4個
月的網絡威脅偵測報告較去年同期增加逾20%，公共和私人機構必須警惕並制
定有效策略來應對降低風險。
孫東昨日出席「資訊保安高峰會2022」致辭時表示，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

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首4個月的網絡威脅偵測報告較去年同期增加逾20%，
公共和私人機構必須警惕並制定有效策略來應對降低風險。
他強調，當下的疫情，促使更多企業通過嘗試不同新興技術加速數碼轉型，

為經濟增長添加新動力，必須加強網絡安全工作，以更好地保護社會。特區政
府十分重視網絡安全，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來提升本港整體網絡安全能
力。包括向中小企業提供支援，以制定有效的網絡風險管理策略，預防意料以
外的保安事故。
孫東表示，維護網絡安全是政府、企業、社會的共同責任，建立安全網路環
境才能推進香港成為世界級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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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警務處與香港科技園公司昨日簽署合作備忘錄，聯手探
索合適的科技解決方案及培育創科人才，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優質的警政服務，
並推動香港創科生態圈的發展，鞏固香港的國際創科中心地位。
香港警務處將與科技園公司於未來3年在5個範疇，包括自然語言處理、地
理資訊系統、同時定位與地圖構建、擴增實境以及搜救行動等應用科技，共同
探討創新方案，而創科公司會為警隊研發度身訂做方案，並可在實際場境中驗
證及於虛擬平台STP Platform作數據測試，有助科研產品的試行。雙方希望藉
是次合作帶動更多機構應用創新科技及共同培育有潛質的創科公司，同時亦為
市民提供更佳的警隊服務。
出席並見證簽署儀式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致辭時感謝警隊與科技

園公司的團隊對香港創科發展作出的承擔和努力，並期待有更多政府部門與創
科界合作，攜手推動香港智慧城市及創科事業的發展。

科技園盼帶動更多行業善用科技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表示，香港警務處是首個政府機構與科技園公司

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動創新科技應用和培育創科人才。他希望是次合作有
助帶動社會上更多行業善用科技，加快智慧城市發展。科技園公司會繼續擔當
創科推動，連繫各界持份攜手帶領創科向前，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及落地
應用，建立蓬勃的香港創科生態圈。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致辭表示，香港警隊作為最大的政府部門，一直積極支
持政府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政策。在推動創新科技策略方面，警
隊除了在內部鼓勵創科文化及培育創科人才之外，亦積極聯繫業界、學術界
等不同界別，期望政府能與各界共同締造一個充滿活力及具備優質軟件及硬
件支援的創科生態系統，透過共同合作產生協同效應達至多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傑
堯）香港警隊每年派逾600人到
內地及海外培訓交流，包括360
人到內地及300人到海外接受各
項發展和訓練，拓闊視野及提升
專業能力，以應對未來不同挑
戰。警察學院培訓協調及聯絡部
警司萬雅雯表示，警隊一直致力
加強人員對國家安全、國家的憲
法及國家發展的認識，透過與內
地的交流，認識祖國的歷史及發
展。從而加強人員對國家的觀
念，培養人員愛國的情操。
萬雅雯說，由於內地及海外的

警務範圍均有不同的法例和法
規，也各有寶貴的實戰經驗。為
持續有效維持治安及打擊跨境罪
行，香港警隊一直與內地及海外
執法機構保持策略性夥伴關係，
與各地學術機構、警察培訓機構
保持聯繫，探索新的合作機會，
派員參加不同的培訓，增加對各
地警政認識及了解，確保與全球
保持接軌。
她表示，希望透過外派警員交

流培訓，可以讓警員向外地說好香
港故事及說好香港警察的故事，提
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及提升香港警隊
專業的形象，令香港成為世界上頂
尖優秀的警察培訓中心。
雖然近年受疫情影響，警隊仍

竭力爭取不同的培訓機會。今年
5月及6月，香港警隊派員參加了
荷蘭及瑞士舉辦的研討會，9月
還會參加國際刑警組織在沙地阿
拉伯舉行「警務專題培訓研討
會」。她期望在檢疫放寬後，警
隊可盡快回復到各地培訓及交流
的計劃。

◆在疫情後，警隊會重啟人員到內地及海外學習，增強
對外接軌能力。落馬洲分區指揮官梁志恒警司（右），
警察學院培訓協調及聯絡部萬雅雯警司（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名錶劫案尋回涉案車 警檢氣槍鐵鎚 與科技園聯手
警隊5範疇研數碼化

首4個月網絡攻擊增逾20%

◆警員車上尋回一批懷疑涉案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方在賊車檢獲劫案中使用的氣槍及鐵鎚。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熱心市民提供資料，警方在城門水塘尋回涉案私家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4名分持刀槍男子於上周三（8月
31日）劫去銅鑼灣一間錶行70隻總值1,300萬元的名錶案續有新發
展。繼本周日及周一拘捕6名涉案男子、起回36隻名錶及約23萬元
銷贓款項後，警方昨日再根據熱心市民提供的資料在荃灣城門水塘
尋回一輛涉案私家車，並在車廂檢獲劫案中使用的一支氣槍及一把
鐵鎚。

警感謝熱心市民報料
涉案的4名劫匪，昨日已被落案控告一項打劫罪提堂，暫無需答
辯，還押至11月26日再訊，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警方於昨日清晨接獲一名熱心市民報案，指在城門水塘一條山路
的路邊發現一輛車匙仍插在匙膽的可疑私家車。警員到場經調查
後，確認該輛私家車是上周三銅鑼灣錶行劫案中匪徒使用的車輛，
並在車上尋回一批懷疑涉案物品，包括一支彈匣裝有鋼珠的銀色氣
槍、一把鐵鎚、作案時套用的假車牌，以及部分匪徒作案時身穿的
衣服和手套，另有兩個錶盒和十多個錶托和錶架。
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二隊總督察張嘉榮昨日表示，感謝該名熱心市

民的協助，警方稍後會將該支氣槍轉交軍械法證科作進一步檢驗，
以確認發射動能和功率。
他表示，警方仍正追查案中其餘34隻失錶下落，不排除再有人被
捕，並再次呼籲任何人對該宗行劫案有任何資料或接觸到懷疑的失
錶，可致電2860 7834或9886 0043與調查人員聯絡。

警起回36隻錶 4被告押後再訊
警方於本周日（4日）在銅鑼灣及旺角拘捕4名（20歲至35歲）

男劫匪，起回涉案的其中36隻失錶，以及23萬元相信是銷贓所得現

金。翌日（5日）再於跑馬地及粉嶺，以串謀行劫罪拘捕兩名（32歲
和43歲）涉嫌提供私家車犯案的男車主。昨日，警方落案控告其中
4名劫匪一項打劫罪，押解東區裁判法院首次提堂。
4名被告依次為楊國杰（25歲）、陸彥丞（26歲）、周思衍（35

歲）及鄭英傑（20歲），全部報稱無業。他們被控於2022年8月
31日在香港灣仔駱克道441號駱克大廈A座地下A1舖「謝氏錶
集」，劫去60隻Rolex（勞力士）手錶及10隻Audemars Piguet
（愛彼錶）手錶。據悉，部分失錶在被告租訂的酒店房及被告住所
內尋回。
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1月29日再
訊，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翻查閉路電視片段、檢取被告手機，
以及作指模和DNA鑑證。4名被告中，楊國杰及周思衍有提出保釋
申請，惟被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拒絕，並下令4名被告至11月29日上
庭期間還押懲教看管。

2021年起香港特區警察訓練學院與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作，合辦為期兩年半非
全日制的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課程，以培養能
植根中國、面向世界，知國情、懂港情的警隊高級公共
管理人才。
按課程設計，警察學員要到北京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
究生院及香港警察學院上課，但因疫情學員暫時以網課
進行學習。
落馬洲分區指揮官梁志恒警司，是去年開讀這個
EMPA課程的其中一名研究生，他和三名來自香港和
一名來自清華大學的研究生組成五人團隊，以香港項
目案例《成熟後現代社會發展階段的鄉村振興經驗、
困難與啓示——基於香港特區荔枝窩村復興歷程的探
尋和思考》，參加中國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賽。該
賽事有來自全國211所院校的2,110支隊伍，共11,000
人參加。

難忘隊員染病 替補上台「代打」
梁志恒日前分享殊榮時表示，疫情下「香港鄉村振興
隊」在為期10個月的調研期間，各隊員都面對不同的
挑戰，例如有人染疫、有人要處理公司危機，他本人也
要處理在落馬洲河套及新田建設方艙的物資。不過，種
種困難無阻團隊實地調研、訪談、寫案例等。惟因有隊
員染病，梁有機會作替補上台，他形容「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他的良好表現和個人能力，有賴在警隊

為香港安全和穩定拚搏多年，憑着「有堅持，就有希
望」的信念，最終獲得肯定並取得佳績。
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梁志恒曾作為新界北總區
機動部隊大隊副指揮官，處理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暴動
事件，被暴徒汽油彈擊中受傷，後來他獲特區政府頒發
銅英勇勳章。

介紹港公共管理「活化」村落實例
梁志恒認為「當時有不少年青人因接收單方面的資

訊，因而被誤導而犯事」，這也啓發他在學習中要循多
方面資訊和角度看問題。例如在研習新界荔枝窩鄉村振
興過程中，起初可能會覺得失敗，但經不同觀點討論，
了解及查找更多資料後，開闊了視野，科學地了解社會
問題，進行理論、情景分析及找出解決方法，如地區管
治、環境衞生、違例泊車甚至第五波疫情管理等，令案
例最終成功，令村落得以「活化」。在鄉郊基金支持
下，現有30人願意回到村內復耕，並有獨特製成品，
包括咖啡豆、黃薑、米等，還有民宿。另外，政府亦計
劃重整該村的碼頭及排污工程等。
梁志恒說，將香港「鄉村振興」案例實踐帶到全國大

賽的舞台上，借與內地分享及交流，以公共管理的好處
說好香港故事，也可回饋警隊及市民。經過多輪評選，
香港團隊於8月14日鄭州決賽中以首名成績進入四強，
最終奪冠。指導他們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
亞華教授和中國農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戴瑤榮獲「最佳

指導教師」。

大賽中獲三個寶貴「第一次」
他說，他在大賽中獲得三個「第一次」的寶貴經驗，

包括在首次有香港隊伍參賽，首次有香港團隊奪冠，首
次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治理實踐案例，引入全國研究生
公共管理案例大賽，促進了內地和香港在治理經驗的相
互交流和借鑒，也體現了香港青年對參與國家建設發
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使命和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