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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第二季成立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專責策劃及舉辦推廣中華
文化和歷史的活動，回應了習近平總書記早前在全國
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七個着力」要求，正
正是「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日後工作的重點方向。

有人會說，「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會不會只是擺
擺姿態、交交功課而已？這的確也是一眾市民擔憂的
問題。特區政府必須設定目標，也要有恰當的評量機
制，鼓勵「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的一眾成員把想法
「落地」，真正做到弘揚中華文化。

事實上，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目前正是
一個絕好的契機。

首先，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足夠的說服
力。其次，全球「東升西降」的格局已經形成，尤其在
新冠疫情一役後，這個大勢形成得越來越快。其三，所
謂「不破不立」，作為「南大門」的香港，正經歷由亂
到治、由治及興的階段，也是從「破」到「立」的階
段，所以本屆特區政府擁有頗大的政治空間。

既然有此良機，那麼該如何去辦？「七個着力」已
經有清楚的指示。

「七個着力」中，有幾個重點可以特別留意：「賡
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
新性發展」、「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
展」、「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
鑒」。驟眼看來，似乎工作不少，但香港其實已有一
定基礎。

弘揚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
在「十四五」規劃中，國家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兩年來，香港一直朝着這
方向發展，已有一定的成果。在2021年12月，教育局
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函，公布《價值觀教育課程架
構》（試行版）。特區政府宣布成立「弘揚中華文化
辦公室」，更標誌着特區政府已放棄昔日的被動，改
為主動領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如此看來，「弘揚中
華文化辦公室」似乎正好整合了這些工作。所以，它
的成立決非偶然，也不是無的放矢。

現在既然有了意識，也有布局，那具體該怎麼做？
筆者認為可以圍繞「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和「非物
質文化遺產」兩個方面做工作。這方面事實上也是互

為表裏、可以相互配合的。
孔孟二聖以「仁、義、禮、智」為核心，構建中國古代社會的正統

價值體系，後來發展成為了中國傳統倫理的核心要義。教育局《價值
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內文中，指出「中華文化是華夏民族的
智慧結晶，是學生品德陶造的瑰寶」，扼要闡述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
的重要性。而且，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早已根植在我們日常生活之
中，所以推行起來是水到渠成。

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
當然，價值觀畢竟是相對抽象，因此必須借助更為「貼地」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綜觀「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可以發現
絕大部分的「非遺」項目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很大程度
上是與大灣區各城市之間有着「文化脈絡」的關係。因此，社會大眾
會對相關課題有更深刻的體會，也可更具體地明白「賡續中華文脈」
的意義。

再者，在近幾年內地各級政府的帶動下，非遺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重
要產業，更成為國民趨之若鶩的一個熱潮，無論是旅遊產品或是商業
活動都加入不少非遺元素。「國風」與「非遺」的結合，帶動起一股
「國潮」颶風，橫掃各個年齡層，同時也漸漸發展成中國面對世界的
一個「品牌」。

總的來說，「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從無到有已經是一種創舉，是
值得肯定的。接下來，必須着力地利用好這新搭建的平台，切實地推
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本身就負有向世界宣揚中華文化的使命，因此必須用好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這個平台，做好「領頭羊」的角色，帶動社
會各界一同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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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義務「好中選優」共同完善地區治理
距離12月10日香港區議會選舉尚有19日。今次是完善

選舉制度後的首場區議會選舉，隨着投票日子臨近，各候

選人努力比政綱、拚能力，香港社會處處展現新選制下的

新氣象，折射出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制度優勢，體現了

「愛國者治港」對完善地區治理的重要意義。選舉權是基

本法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廣大市民珍惜手中一票，

履行公民義務「好中選優」，在今屆區選踴躍投票，論政

綱能力選好地區代表，切實提升社區服務，讓真心服務、

扎實做事的區議員當好政府和市民的橋樑，為香港良政善

治和地區治理寫下新一頁。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區選日子越來越近，近日不同地區的候選人
馬不停蹄開展宣傳和拉票活動，積極向市民介
紹自己的政綱和抱負，選舉氣氛越來越熱烈。
從地區助選的過程中可見，各區街道掛滿橫額
和易拉架等宣傳品，候選人和義工熱情向市民
派發單張，社區洋溢着朝氣勃勃的氣氛。

履行公民義務踴躍參與投票
選舉投票是依法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形式。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將投票視為公民的責任與
義務，公民都會依法行使投票權利。香港是法
治社會，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明確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有較強的法制觀
念，都充分認識到選舉權利是作為公民權利的
重要組成部分，都應積極參與區選投票，履行
公民義務，承擔社會責任，投出香港美好未
來。每一個關心香港發展的市民，以選票依法

選出新一任區議員，這不僅表達了希望香港越
來越好的良好願望，投票本身更是尊重法治的
體現，值得每個香港市民珍惜。

今屆區選自提名期開始以來，吸引了不同界別
階層的人士參選。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最終確
認了399名參選人全部提名有效。這些區選候選
人背景多元，涵蓋勞工、婦女、中產、基層等不
同層面，有的具有專業背景，有的地區經驗豐
富，有的是業界翹楚、社會精英，更有的年輕有
幹勁。新一屆區選區區有競爭，區區有政綱，區
區有發展，候選人在不同地區紛紛羅列競選政綱
和成績單，琳琅滿目，五光十色。他們都有一個
共同特質，就是都具有愛國愛港、服務社會的熱
情熱誠，德才兼備、能做實事，貼地解決民生問
題。區選與香港市民生活息息相關，議員的表現
直接影響社區發展及民生，選好區議員具有提升
地區治理和服務社會質量的重要意義。關心社區
未來發展的廣大市民，要把握今屆區選機會「好

中選優」，參照候選人地區工作成績單，對比不
同政綱和社區理念，觀看各人在選舉論壇和地區
服務的表現，密切留意選情動態，作出有利於地
區治理的正確選擇。

選好合適代表公眾得益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區議會作為地區治理重要的

區域組織，與政府的工作環環緊扣。一個優質
且高效的區議會，不但能協助政府落實地區政
策，不同背景的區議員更可充分發揮專業所
長，收集市民意見，令政府政策更加到位，切
合市民的地區需要。今屆區選候選人拚能力、
比政綱，承諾當選後真心服務社區，敢於為市
民代言，向政府反映社區民生問題。很多候選
人的政綱，都離不開倡議和改善政府政策，優
化服務。這些豐富的地區政綱和發展目標，涉
及交通、醫療、衞生、安老、教育、社區設施
等不同政策範疇，都是因應市民訴求務實提

出。通過區議員對社區第一線的親身接觸和了
解，當好政府和市民的橋樑，反映問題，直面
困難，爭取資源，就能提出適切的施政要求和
政策需求；選好合適的地區代表，就能為公眾
爭取最大利益。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今屆區選，選舉相關部門
固然積極做好選舉部署工作，各部門首長亦已
密鑼緊鼓宣傳，呼籲合資格選民在12月10日
投票。在社會層面，多個同鄉社團負責人聯合
走訪多個選區，為眾多區選候選人打氣鼓勵，
呼籲香港市民在投票日積極投票；不同工商機
構和民間組織亦努力開展區選宣傳工作，支持
特區政府辦好今屆區選。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
動投票工作，目的只為香港地區治理寫下新一
頁。在新選制下，未來的區議會組成更加多
元，地區治理更加多姿多彩，廣大市民踴躍投
票，肩負神聖的公民責任，將能為香港繁榮穩
定和良好的地區治理開創更美好未來。

區議會選舉投票日臨近，全
港各界都以多種形式宣傳完善
地區治理後的首次區議會選
舉。重塑區議會，確保選出的
區議員都是專心服務社區的愛

國愛港者，實現好中選優，有利提升地區
治理的質量，彰顯新選制是最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的優質民主，最符合香港的根本利
益和市民的切身利益，市民更應積極投票
支持選舉，展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用
手中票選出德才兼備的區議員，共同建設
美好社區，開創更美好生活。

本港過往相當長時間，受反中亂港勢力
的干預、誤導，選舉偏離了準確反映民
意、回應市民訴求的正軌，淪為靠抹黑攻
擊、譁眾取寵的政治角鬥，候選人只是為
了騙取選票、撈取政治利益。尤其是2019
年的區議會選舉，反中亂港勢力濫用暴力
手段破壞選舉、佔據議席，當選後在社區
煽動「港獨」、撕裂社區，更漠視民生，
公然聲稱不服務不同立場的居民，令社區
政爭氾濫，難得安寧，民生建設被荒廢。
這樣的選舉根本是劣質民主，其慘痛教
訓，市民刻骨銘心。

選出真心服務市民的區議員
本港已順利進行選委會、行政長官、立

法會選舉，開啟良政善治的新局面。這次

區議會選舉是完成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最後一里路」，
進一步鞏固、提升本港由治及興的良好形
勢。

在此次區議會競選期間，以往靠抹黑攻
擊搏出位的選舉亂象不復存在，取而代之
的，是各候選人針對市民關注的交通、醫
療等社區建設議題提出具建設性的政綱，
圍繞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為社區服務、解決
區內最突出的民生問題進行理性辯論。這
次選舉選情更激烈、候選人更投入，但精
力不是浪費在製造政爭、挑撥矛盾上，而
是集中在改善民生、造福市民上，體現選
舉為市民代言、回應訴求、解決問題的初
心，這正是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良性競
爭、優質民主。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指出，今
屆區議會選舉的競爭較以往激烈，但不再
有「鬥疊聲」等情況，要靠完善政綱吸引
選民關注。區議會日後將會引入履職監察
機制，日後市民可透過機制監察，令市民
「聲音大咗」，可行使投票權及監察權。

推動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選舉比能力、比服務、比政綱，選舉之

後區議會設履職監察機制，這充分反映新
的區議會制度不僅重視選舉過程，而且重
視選舉後區議員的履職情況，實現全過程

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
告中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
實、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
是不斷推進中國民主理論創新、制度創
新、實踐創新的經驗結晶，深刻揭示了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明特徵和顯
著優勢。

目前西方少數政客、媒體為了攻擊本
港的新選舉制度，企圖誤導港人，抹黑
新選舉制度「民主倒退」「損害港人權
益」。經過本港政制發展的實踐證明，
將西式民主模式奉為圭臬非常狹隘。市
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
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
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
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
是真正的民主。

區議會和香港社會一樣撥亂反正、重回
正軌，以符合民生福祉、有利本港發展的
優質民主推動本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市民更應堅定信心，為香港、為
市民、為自己選出心儀的候選人，用手中
神聖一票，投出一個務實幹事、接地氣、
為民生的全新區議會，對西方反中亂港勢
力的干擾作出最有力反擊、抵制，為香港
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築牢更堅實民意基
礎。

用選票抵制干擾 加快由治及興
吳華江 全國政協委員

發展工業旅遊 推進產業融合
吳永嘉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香港歷來都是國際遊客首選
旅遊目的地。年初以來，特區
政府為加快香港經濟復甦的步
伐，亦接連舉辦了「你好，香
港！」、「開心香港」和「香
港夜繽紛」等一系列主題宣傳

活動，吸引遊客重臨香港。除此之外，香港
也成功舉辦了包括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
內的多項國際盛事，讓香港不僅重返國際舞
台，更站在舞台的中心。

雖然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不算
太多，但可以帶動周邊產業的發展。隨着
遊客人數增長，本地的零售業、餐飲業等
服務行業一定會受惠。更重要的是，香港
作為國際商貿之都，絡繹不絕的高端旅客
訪港，將帶動起會展旅遊和商務旅遊，以
至整體經濟的發展。

旅遊業在疫情期間經歷前所未有的艱難
時刻，旅遊業在2021年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比重跌至0.1%，就業人數亦縮減至只有約
22,500人，約佔整體就業人口的0.6%。面對
暫時困境，正正需要大家集思廣益，發揮
守望相助的精神。工業界一直有「工業旅
遊」的概念，在此分享。

改建廠房供遊人參觀
「工業旅遊」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歐

洲，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最早改建工廠
舊址供人參觀，後來歐洲的一些生產製造

公司例如食品廠、酒莊、車廠等紛紛加入
工業旅遊的行列。

顧名思義，工業旅遊就是由工業與旅遊
業融合發展而成的產業形態。相比其他種
類的旅遊項目如自然觀光、購物等，工業
旅遊同樣對遊客具有相當吸引力。根據Fu-
ture Market Insights 市場分析報告的推
算，2023年全球工業旅遊市場規模折合達
129億港元，預計到2033年規模將增長十
餘 倍 至 1,462 億 港 元 ， 複 合 增 長 率 達
27.4%。以先進製造業而聞名於世的德國，
每年4億人次的遊客中就有三分一參與過
工業觀光；日本的工業觀光點有過千個，
每年吸引約3,000萬人次的遊客；台灣現在
有165間觀光工廠，每年創造50多億新台
幣的產值。

提升政策定位 提供經濟誘因
內地的貴州茅台酒廠集團公司在「酒

都」茅台鎮打造的工業旅遊景點就包括茅
台酒廠工業旅遊區，以茅台酒的廠區為範
圍，面積約5平方公里，圍繞國酒生產過
程，整合開放生產車間、酒庫車間、包裝
車間等生產參觀點，讓遊客了解國酒生產
工藝及流程。本港的健康食品品牌「天然
靈芝」，該公司開放位於上水的香港靈芝
培育中心供遊客參觀，凸顯100%在本地培
植靈芝和製造產品的特色，絕對是一個可
以推廣的工業旅遊項目。

香港在工業旅遊發展上具備豐厚潛質和
有利時機，亟待特區政府出手，從以下兩
個方面為當前這個「萬事俱備」的態勢
「引借東風」，助力香港工業旅遊的發展
開啟新氣象。

一是提升政策定位。特區政府銳意以制
訂藍圖的形式為特定領域的發展訂立總體
策略和勾畫路線圖。適逢 2017 年發布的
《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正需要更新，旅
遊事務署可藉此機會將發展工業旅遊的策
略和執行措施納入其中。另一方面，「北
部都會區」建設如箭在弦。按照政府的設
想，「北都區」將建設為「宜居、宜業、
宜遊」的新都會。事實上，規劃中的「宜
遊」除了可依託鄉郊保育和自然風光之
外，還可配合「北部都會區」打造創科和
新型工業化重鎮的定位，引入高科技工業
旅遊的元素。

二是提供經濟誘因。發展工業旅遊往往
涉及不菲的固定資產投資，而企業經營方
向轉型本身亦是一項較高風險的投資。特
區政府可透過設立專項扶持計劃或者擴闊
現有基金(例如「再工業化資助計劃」或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
專項基金」)的使用範圍，為有意發展觀光
工業的企業提供資助和津貼；亦可參照
「綠色生活本地旅遊鼓勵計劃」的經驗，
向旅行代理商提供鼓勵金，以加大業界開
發和經營工業旅遊路線的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