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A6 ◆責任編輯：簡 旼 施政藍圖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

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

維 護 國 安

20232023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發展的前提。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昨日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指出，

明年內將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同時會

向立法會提交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立法草

案。政府亦會加強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愛國主

義教育等，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及設立兩所博物

館介紹國家和抗戰歷史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二十三條立法二十三條立法
明年內完成明年內完成

基礎設施網安草案2024年提交 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組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貫徹『一國兩制』 維護國

家安全」章節中，涵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維護國家安全」、「愛國主義教育」
等內容。
李家超表示，香港國安法填補了特區國安法律近乎
真空的漏洞，完善選舉制度排除了反中亂港分子或外
國代理人滲入特區的管治，香港可重新出發，走上發
展道路。然而，現時地緣政治複雜，有些國家因自身
利益刻意針對中國，阻礙「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
踐，外部勢力繼續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須防範「軟對抗」行為
「我們要防範那些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假借社
會議題作幌子，企圖挑起矛盾、扭曲事實、造謠生
事，或者利用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說法挑動市民對
特區政府甚至中央的不滿，企圖挑戰中央和特區管治
的『軟對抗』行為。」他說。
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履行行政主導，落實「愛國者
治港」。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
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國安法第七條規
定，特區政府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全力研
究有效立法方案，落實特區政府應實踐的憲制責任，
於2024年內完成立法。

面對全球網絡攻擊風險不斷增加，李家超表示，特
區政府會着力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包括能源、通訊、
交通運輸、金融機構等網絡安全的保護，2024年內向
立法會提交立法草案。
政府消息人士指，基於任何成文法例，如遭違反均

會有後果，因此預計將設罰則，而條文內容會參考新
加坡、內地、澳門等其他地區的同類法例。立法將為
相關關鍵基礎設施服務提供者，訂立網絡安全守則，
包括在公司內設立保安部門、制定相關應變計劃、通
報機制、風險評估系統，以及定期進行演練等，將會
由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以及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等部門參與制定守則。

加強推廣國安教育
同時，特區政府會加強推廣國家安全教育，除了通過學

校教育，還會透過展覽、活動，尤其是每年4月15日舉辦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提高市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意
識，包括設置展覽廳，及製作教材並培訓地區導師，在各
社區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特區政府已提交《區旗及區徽條例》修訂草案，待

審議和通過後，將全力展開宣傳工作，教育市民尊重

和正確使用區旗及區徽。
在公務員方面，特區政府會繼續加強全體公務員的

培訓，提升愛國精神和國安意識，讓公務員在複雜的
國際形勢下，主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國安及愛國教育政策
◆2024年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

◆2024年內向立法會提交關鍵基礎
設施的網絡安全立法草案

◆設置展覽廳，及製作教材並培訓
地區導師，在各社區推廣國家安
全教育

設小學人文科 增潤中華文化等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國
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一國兩制」實
踐教育，增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
政區同胞的愛國精神，自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就此，施政報告提出成立「愛國主
義教育工作小組」，及推出多項措施在校園內外

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包括於2025/2026學年起開設
小學人文科，增潤中華文化、歷史和國家地理元
素，及加強相關教師培訓及推行多元學習體驗。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表

示，特區政府不遺餘力建立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
「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為此，香
港會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市民對國家和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
結，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他表示，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憲法和基本法

推廣督導委員會」，會將其職能擴大至涵蓋愛國
主義教育，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協
調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推動國民教育，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接，在不
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
揚愛國主義精神。

設立博物館介紹國家發展成就
特區政府又會設立博物館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

涵蓋國家歷史、政治、經濟發展和文化等領域。專

館落成前，康文署會在現有的博物館內設立專
廳，率先展示相關內容，深化市民對國家和國情
的認識。政府會於明年設立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
館，由香港海防博物館改設而成，重點介紹抗戰
歷史，提升民族自信和愛國精神；與深圳市文物局
合作，展覽介紹港深兩地共同抗戰的事跡。
李家超特別提到，今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

給香港培僑中學學生回信曾指出，愛國主義是中
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又勉勵同學深入了解祖國的
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厚植家國情懷，為建設香
港、實現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為幫助全港學生培育
習主席回信中提倡的精神，他在施政報告提出多
項舉措在校園內外推廣愛國主義教育。
施政報告提出，將於2025/26學年推行新開設

的小學人文科，分階段替代現有的常識科，教
育局會在 2023/24 學年公布該課程框架。政府
消息人士指，新開設的小學人文科與常識科相
似，但會增潤中華文化、歷史和國家地理元素，
2025/26 學年起於小一及小四推行，後逐步擴
大；教育局亦會在 2024/25 學年進行教科書審

核，亦會有官方課本，預料大部分學校會採用，
也會提供4,000個教師培訓名額和持續提供學與
教資源。
特區政府亦會加強憲法和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培訓和國史課程相關學習經歷，並透過舉辦更多
中華文化體驗活動，豐富中華文化為主軸的價值
觀教育課程架構內容，強化學生對中華文化、國
史、國家地理和國家安全的學習。

辦到校國安教育教師深化課程
在教師培訓方面，施政報告表示會舉辦教師內
地考察、到校國安教育教師深化課程，定期提供
有關國情、國史的教學資源。教育局亦會將恒常
每年於最少50所學校進行國民教育重點視學，通
過分享評核結果和推廣良好的實踐經驗，提升國
民教育的質素和成效。此外特區政府今學年亦會
推展「心繫家國 2.0」聯校國民教育活動系列，
藉多元學習體驗，增潤學生在認知、情感、實踐
的學習，促進學界經驗交流和協同發展。
消息人士補充，今學年將為約5,000名新入職教
師和公營學校晉升教師舉辦約45個內地學習團，
而「心繫家國2.0」將涵蓋18個不同項目，預計
1.5萬人次參加。

◆ 政府會於明年設立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由
香港海防博物館改設而成。圖為香港海防博物
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
組」，協調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
構推動國民教育，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
接

◆明年設立「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
館」，重點介紹抗戰歷史

資料來源：2023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政府會加強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圖為香港中學舉行
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施政報告格局宏大守正創新 做實事做成事促發展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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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李家超昨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

這份施政報告既有宏大格局、高遠立意，又守

正創新、腳踏實地，在維護國家安全、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推動創新增強競爭力、排解民生

憂難等方面都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綱領和具體

措施，充分體現本屆政府以大局意識、融入意

識、創新意識和行動意識，貫徹「以做實事為

原則、以結果為目標」的管治新風，令人振

奮。政府和香港全社會要繼續擔當作為、積極

進取，努力實現施政報告「拚經濟、謀發展、

惠民生、添幸福」的目標，開創香港高質量發

展、市民安居樂業的新局面。

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進入由治及

興的新階段，但必須清醒地看到，現在香港社

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根

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 必須建立、強化香

港與國家命運與共的大局意識。這次施政報告

首先強調，特區政府堅定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明確提出在 2024 年

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設立「愛國主

義教育工作小組」，專責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成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宣揚中華文

化，提升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和文化自信。

這些舉措旨在進一步維護國家安全、確保香港

長治久安、促進人心回歸。

「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穩定繁榮的根本保障。

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必須履

行的憲制責任，李家超特首在施政報告中為立

法定下明確時間表，充分展現有擔當、敢作為

的領導風範，既明確回應中央政府對香港的

期望，也是對香港和廣大香港市民負責，有

力鞏固香港繁榮發展的根基和大好局面。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增強融入意識，加強港深合作、大灣區

一體化發展，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

握國家發展機遇的必然選擇。這次施政報告

提出，政府於短期內公布《北部都會區行動

綱領》，從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創新

科技地帶、口岸商貿及產業區、藍綠康樂旅

遊生態圈四大區域，深度對接深圳和大灣區

其他城市的規劃；政府將優化 「三鐵三路」

規劃 ，加推 「兩鐵一路」新項目。相關規

劃在勾勒出香港未來發展版圖時，充分展現

融合思維，致力打破灣區的人才、資金、信

息、商品等生產要素的跨境流通障礙，提升

大灣區協同發展效應。

灣區協同發展，滲透在眾多施政措施之

中。針對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施政報告提

出，探討明年把「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

擴展至由內地機構營辦的指定安老院，讓長

者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有更多選擇；擴大

「長者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大灣區內合適的

醫療機構；提升大灣區內聯合應急能力，香

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將制訂、商討及落實全

新《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這

些舉措的落實，將顯著拓寬香港社會治理和

民生服務的空間，造福兩地民眾。

值得一提的是，施政報告明確，政府審視

北區沙嶺興建公眾骨灰安置所的計劃後，將

原定兩公頃土地改為創科及相關用途。這項

變動，一方面更善用寶貴的土地資源，推動

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兼顧港深兩地的感受和

利益，用換位思考的融入意識，提升兩地互

利共贏發展。

振興經濟、提升競爭優勢是香港當前的迫

切課題，以創新意識突破發展樽頸、培養發

展新優勢是香港發展的不二選擇。不久前，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巡視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時表示，要堅持以體制機制創新促進

科技創新，着力營造高度開放的國際化科研

制度環境；協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園區運

營管理，促進科技資源深度融合，廣泛吸引

國際頂尖科技人才，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科技

創新平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施政報告在推動創新科技產業方面

墨濃厚。

施政報告提出，今年8月中央公布《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為深圳園區定下發展定位，特區政府會全力

支持，並會與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創新性措

施，讓深圳園區與香港園區的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協同發展，包括利用香港匯聚國際人才

優勢，帶領參與河套合作區工作；推進前沿

科技研究，加快實現中試轉化等；推進「北

都區」專上教育建設，致力發展「北都大學

教育城」。

施政報告還提出，進一步落實《香港創新

科技發展藍圖》，包括成立 「新型工業發

展辦公室」，設立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

計劃」，透過 「產學研1+計劃」，支援初

創企業成果轉化，促進微電子研發、加速在

數碼港建設超算中心；政府會用好香港的教育

優勢助青年發展，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

樞紐，在2024/25學年擴大政府資助專上院校

非本地學生限額，由現時20%倍增至40%。香

港發揮研發、教育的領先優勢，結合河套區

「一國兩制」「一區兩園」的制度優勢，積極

布局創新發展，吸引國內外一流的科研人才、

技術、資金等創科資源匯聚，既可以切實提升

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也對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作

出新貢獻，不負中央期許和支持。

扶助弱勢社群、改善市民生活，是本屆政府施

政的重中之重。這次施政報告在居住、醫療、安

老、扶貧、勞工等範疇提出一系列實在舉措，顯

示沉實的惠民思維。為解決備受爭議、錯綜複雜

的劏房問題，政府將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

組，以10個月時間作深入調研，就劏房居住環境

最低標準、取締不符合最低標準劏房方法、防止

不符合最低標準劏房再增加等目標提出建議。施

政報告在解決劏房問題上設定明確的時間表、路

線圖，有利準確掌握情況、採取對症下藥的解決

措施，助香港早日告別劏房。

本屆政府強調「以結果為目標」，此次施政

報告通篇繼續體現以「做實事為原則」的行動

意識。除了訂立共150個指標，包括延續去年

訂立的77 個指標，並新增73 個新指標；報告

還在幾乎所有施政措施範疇，都列明具體事項

和行動目標，充分貫徹做實事、做成事的施政

作風。施政報告守正創新，為香港由治及興打

好堅實基礎，增強發展動能，令社會各界對香

港前景信心更加堅定，更加團結一致，善拚敢

贏，共同建設更美好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