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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
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10周年慶祝大會致辭時要
求，香港各界要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奮力譜
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他指出，「區議會作
為參與香港基層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以扎根基

層、服務社區的實際行動展現愛國愛港新氣象」，寄語470名區
議員「要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發揮好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居民之間的橋樑紐帶作用」。新一屆區議員責無旁貸要以實際
行動展現「愛國者治港」新氣象，回報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重塑後的區議會，在選舉過程已展現出新氣象。此次區議會
選舉候選人都是堅定的愛國者，背景多元，職業分布廣泛，候
選人在競選中，各抒己見、彼此尊重，不博眼球、不搞人身攻
擊，以自己的真情實意和扎實的政綱贏得選民的支持，充分展
示了優質民主。筆者曾經參與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當年受修
例風波影響，整場選舉變成政治鬧劇，選民根本無意了解候選
人的政綱如何建設社區、改善民生，由此產生的區議會嚴重偏
離區議會的功能定位。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本屆區議會選舉重
回正軌，選舉中候選人表現出應有的擔當，以民生事務為主
軸，表現出正向的選舉風氣。筆者相信區議會選舉結束，是
香港基層治理新氣象的開始，新一屆區議員，不論是通過選
舉還是委任產生，都會徹底摒棄政治化旳風氣，全心全意為
市民服務。

夏寶龍主任強調，「區議員作為特區政府施政的助手、市民
解決問題的幫手，要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發揮好特別行
政區政府和居民之間的橋樑紐帶作用」，這進一步明確區議員
的角色。新一屆區議員一定能擺正位置，與特區政府合力改善
民生，協助特區政府準確把握民意民情，幫助特區政府推動落
實政策。特區政府和區議會目標一致，共同為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獲得感而努力。

夏寶龍主任寄語，區議員「要把精力放在服務居民上，把社
區居民的大事小情放在心上，了解居民的急難愁盼」，「用點
點滴滴的實際行動來回報廣大居民的信任和支持」。時刻謹記
服務市民的責任，這是衡量區議員是否有擔當、能辦事的基本
要求。民生無小事，從入戶維修到垃圾處理等，都關係着市民
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區議員切勿以善小而不為，所有力所能及
的事情，區議員都應盡力做，而且要做好，才能以扎根基層、
服務社區的實際行動展現愛國愛港新氣象。

香港街頭小食咖喱魚蛋及五香牛雜都聞名遐邇。
除此之外，香港還有許多特色飲品食品可以吸引旅
客。早前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就與香港電台公布了合
作拍攝《香港之味》的計劃，用10集紀錄片將香
港的街坊老店、路邊小吃、家鄉味道甚至茶餐廳美

食等，呈現在全國以至國際觀眾面前，讓人十分期待。
特首李家超在剛過去的星期六到廟街夜市品嘗小食和飲品，

當中有飛機欖、芝麻卷，吸引各大傳媒爭相採訪報道，不少市
民和旅客都在聖誕假期期間慕名而至。對於老一輩香港人來
說，這些食品是集體回憶，對於香港青年和旅客來說，卻是新
鮮獨特的體驗。由此可證，要推廣香港文化，可以從懷舊、地
道的香港美食開始，打造香港與別不同的一面，創造新一片藍
海。

現時在內地，許多城市都設立了夜市，至於港人旅遊熱點日
本及韓國，夜市在當地也是十分普遍。香港要致力使夜市促進
旅客人流，就必須要突出夜市內售賣的特色產品。夜市需要加
入老香港元素，才有其獨特賣點，值得旅客專程到訪。

除了李家超試吃的飛機欖及芝麻卷外，大菜糕、香蕉糕、狗
仔粉、叮叮糖、茶果、糯米糍、糖不甩等懷舊美食，都值得進
一步推廣，以吸引新一代以及海內外旅客從懷舊街頭小食認識
舊時代的香港。

除了街頭小食外，體現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不可不提「豉
油西餐」，這是一種將西餐本地化的香港獨特飲食文化，例如
以英國的喼汁配以中式醬油及鬆肉粉作為烹調肉類的調味料；
源自烏克蘭的羅宋湯，在本地化後放棄用傳統的紅菜頭，改以
番茄膏取代，以減輕當中的酸味，遷就本地人的口味。這種將
西方餐飲本地化的歷史，除了豐富了本地人的飲食體驗外，亦
見證了老香港靈活轉變的創新經營模式，讓本地人以大眾化的
價錢體驗當時十分昂貴的西餐文化，過一過外國人的癮。

香港其實有很多傳統獨特的一面，值得好好發掘探索，成為吸
引海外旅客到港的賣點。羅馬不是一天建成，背後涉及多個環節
和時機配合，故此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必須與業界好好研究，善用
好香港中西文化的底蘊，以地道特色文化說好香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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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行動彰顯愛國愛港精神
中共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

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10周年慶祝大會致辭，圍

繞「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 」進行深入闡述，對

新時代香港特區治理架構中的各方面成員都提出新

要求。在邁向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香港要排解一

系列積累已久的民生憂難，拚經濟謀發展，絕非單

靠一方力量解決，更不能留於口號，需要各界秉持

愛國愛港精神，胸懷「國之大者」分析問題、解決

問題，真正為國家、為香港、為市民做實事、謀實

惠。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夏寶龍主任在致辭開宗明義地指出，「愛國
愛港是香港的主旋律，是香港最鮮明的底
色。」心繫國家，胸懷香港，不僅是香港社會
的光榮傳統，更是如今特區治理架構每位成員
必須堅守的基本原則。過去香港發生違法「佔
中」、修例風波時，愛國愛港力量都堅定站在
與反中亂港勢力作鬥爭的最前線，全面準確堅
定不移擁護「一國兩制」，成為香港實現由亂
到治，由治及興重要轉變的中堅力量。

以國家民族香港利益為先
夏寶龍主任強調，「在國家利益、民族大

義、香港整體利益面前，任何個人、企業、學
校、單位、組織的利益都是小利益，要服從國
家、民族、香港的大利益」。這意味着愛國愛
港者不僅要在香港社會宣傳愛國愛港精神，亦
要在具體工作中，以國家、民族、香港利益出
發，思考問題，制定政策，執行落實。

有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香港整體利益為前
提基礎，愛國愛港力量的發展空間更大。在修
例風波、抗擊疫情期間，愛國愛港陣營團結一
致，不分你我，帶領香港成功走出困境。這些
成功經驗正正反映堅持「愛國者治港」，國家
安全有保障，香港社會才能凝聚共識、共謀發

展，開啟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近來香港受到西方的無理攻擊和打壓，發展

面臨一定挑戰。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與西方
「修和」，才能令香港的國際優勢得以保持。
這種論調顯然站不住腳，根本是緣木求魚。香
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賦予和確立的，不是西方
施捨的。放棄國家、民族和香港的利益，香港
只會淪為西方反中亂港的棋子，香港的獨特優
勢蕩然無存。修例風波的深刻教訓已經充分證
明，只有維護好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才能
更好地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作為增強治理效能的根本
夏寶龍主任對香港各方面提出期許和要求，

提醒香港社會各界，「愛國愛港」從來不是一
句口號，需要治理架構中每位成員用工作成績
和實際行動來體現。「能做事、做成事」的特
區政府管治團隊；維護良好行政立法關係的立
法會；守護特區法治的香港司法機關；作為市
民與政府溝通橋樑的區議會等治理體系機構，
都要履行好自身職責，在新形勢下，把愛國愛
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把「愛國者治
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第七十八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
決議，將春節確定為聯合國假日。根據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戴兵所
說，全球約有1/5的人口以不同形式慶
祝春節。顯然，聯合國大會這個決定是
回應了廣大民眾的需求。

對中華文化的尊重和肯定
到底把春節確定為聯合國假日有多重

要呢？
我們需要先明白聯合國假期制度。位

於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有兩種假
日，分別是「法定假日」和「浮動假
日」兩種。「法定假日」一共有9天，根
據聯合國網頁所載，這9天是由「東道
國」（美國）的法定聯邦日（例如感恩
節、美國獨立日）、重要宗教節日（基
督宗教的聖誕節和耶穌受難節、伊斯蘭
教的開齋節和宰牲節等）和元旦組成。
而在這9天「法定假日」以外，聯合國職
員還可以從一堆「浮動假日」中挑選一
天作為「第10天假日」。而我們的春節
正是繼東正教聖誕節、佛教的「衛塞
節」（Vesak，南傳佛教的佛陀紀念
日），以及印度教、錫克教和耆那教的
「排燈節」等7個「浮動節日」後，第一
個中國傳統節日獲列入「浮動節日」。

有關這個決定，有兩點可以注意的。
第一，在2023年及以前，撇除東道國美
國的法定假日，聯合國「法定假日」沒
有一個是與中國有關的，甚至連與中國
有關的「浮動假日」都沒有。在「浮動
假日」中，有一個名為「諾魯茲節」，
那是慶祝伊朗曆的第一日，也即是人稱
的「波斯新年」。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
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佔了全球約
1/5人口（據海外華人辦事處統計，海
外華人有約6,700萬，加上中國14億人
口），它的新年竟然連「浮動假日」都

排不上去，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第
二，截至今天，聯合國「法定假日」和
「浮動假日」這17日假日中，包括了基
督宗教、伊斯蘭教、南傳佛教（與中國
本土流行的漢傳佛教不同）、猶太教、
印度教、錫克教和耆那教諸個宗教，唯
獨沒有中國本土的道教。當然，這其中
涉及很多宗教內外的問題，今天就不討
論了，但這無疑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無論如何，聯合國大會這個決定是一
個好的開始，是對中國，乃至於中華文
化的一種尊重和肯定。

中華文化是解決文明衝突的鑰匙
戴兵說，中國推動春節成為聯合國假

日，是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
界文明多樣性的務實行動。誠然，尊重
世界文明多樣性在巴以衝突、俄烏衝突
仍未止息的今天更顯得彌足珍貴。

作為中華文化核心之一的儒家，一直
提倡「和」的價值觀。《論語．子
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所謂「和」，《廣韻》解釋為
「順也，諧也，不堅不柔也」，用今日
的說法就是「和諧」、「協調」，而
「不堅不柔」正是中華文化推崇的中庸
之道。儒家認同人與人之間是存在着差
異的，所以要這一群各自不同的獨立個
體好好相處，就要大家都抱持「和而不
同」的價值觀。「和而不同」是建基在
個體的獨立思考，而這思考是在和諧共
處的大前提下進行。所以，儒家的理想
是個體之間彼此都能考慮到對方的感
受，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利益暫時放
下，追尋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平衡
點。

放諸今日的國際關係，「和而不同」
也是解決各國紛爭的答案。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提到21種主要

文明，但留存至今的只有六種而已；亨
廷頓在《文明的衝突》繼而提出世界形
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七八種主要文明的
互動，「它們包括西方、儒家、日本、
伊斯蘭、印度教、斯拉夫——東正教、
拉丁美洲，亦可能包含非洲文明等」。
無論六種，還是七八種，各種文明都是
成長於不同的地理和歷史文化背景之
中，所以很自然是擁有不同的特質。處
理稍一不慎，自然會釀成戰爭。

亨廷頓認為「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
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
實踐」，雖然他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
去說，但其實也是很大程度地認同了
「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必須再三強調
的是，「和而不同」是認同了各國（或
者文明）之間的不同，卻注意找出其中
彼此的共同點，而不是放大彼此之間的
差異與矛盾。

要做到「和而不同」，必須要做到各
國對彼此的歷史、文化與現狀有着充分
的認識，並且抱持相互尊重的態度。然
後，通過對話、溝通與交流，促使不同
文明之間的相互認同。這種多邊的、多
元化的交流是促進由「不同」到「認
同」的重要過程，在其中我們要注意
「兩個不是」：第一，不是一方消滅另
一方；第二，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各
個文明之間要尋找彼此的交匯點，繼而
達到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風雨同舟，榮辱與
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的來說，將春節定為聯合國假日，
說明世界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視，
中國努力不懈地推動，也向世界說明了
中國致力以中華文化解決文明衝突問題
的決心。執筆時正值年末，筆者在此祈
願巴以、俄烏衝突盡快平息，世界再無
戰爭。

春節成為聯合國假日的意義
葉德平 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中共中央港澳辦、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
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十
周年慶祝大會上致辭，對
本港各界包括每位市民提

出非常明確和針對性希望，夏寶龍主
任強調，現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已經有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在新
形勢下，如何把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
轉化為實際行動、把「愛國者治港」
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夏寶龍
主任希望香港工商界作為推動香港繁
榮穩定的主力軍，應以促進香港高質
量發展、踐行社會責任的實際行動展
現愛國愛港新氣象。

香港工商界心繫國家，有着悠久的愛
國愛港傳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不久，香港工商界不畏打壓，支持國家
打破西方封鎖，為國家發展輸入最需要
的物資；國家改革開放後，香港工商界
以敢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氣，回內地投
資興業，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到如
今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現代化
強國，香港工商界積極發揮與世界各國

各地商貿交往密切、熟悉國際商業操作
所長，貢獻國家發展所需。在國家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不同發展階段，
香港工商界都作出獨特貢獻，功不可
沒。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
制度長期不變，同時香港是國際金融、
經貿中心，工商界在香港創業創富，創
造大量就業職位，保持和諧勞資關係，
不遺餘力支持各項公益慈善事業；更可
貴的是，工商界始終堅守「一國兩制」
原則，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修例風波中，工
商界堅定反對「港獨」黑暴，堅定支持
中央採取標本兼治措施為香港撥亂反
正。在今年剛結束不久的區議會選舉，
工商界全力投入，大力呼籲員工、家
人、市民踴躍投票，以實際行動支持香
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事實證
明，工商界在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社會
和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獲得社會各
界充分肯定，當之無愧是推動香港繁榮
穩定的主力軍。

如今香港進入「愛國者治港」新階

段，香港經濟民生發展不僅重回正軌，
而且加速前行，特區政府全力「搶企
業」、「搶人才」，大力推動創新轉
型；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展更緊密，尤
其是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進展喜人，
《前海總規》、《橫琴總規》、《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
動計劃》，以及本港的「北部都會區」
等一系列灣區一體化規劃接連出台、穩
步推進落實，給工商界帶來源源不絕的
商機。

香港工商界對國家和香港前景充滿信
心，全力以赴支持國家和香港建設，厚
植家國情懷，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
信國家，勇敢擔負起推動香港繁榮發展
的時代責任，主動協助灣區內地城市實
現高標準規則、管理等制度開放發展，
攜手擔當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樞紐，積
極引入海外企業、資金、人才，全力打
造世界一流灣區，更主動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在共商共建中實現共贏發展，做
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
愛」，在香港由治及興中發揮更大作
用。

工商界愛國愛港 有擔當善作為
莊紫祥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