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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加強國安教育 提升師德培訓 開發相關教材

為協助提升香港教師及公眾對維護國家安

全及守法意識重要性的認識，香港教育大學

成立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並於昨

日舉行成立典禮。該中心會將國安和法律教

育融入大學課程當中，並會聯同本地及內地

的專家、學者，商討有關開發國安和法律教

育培訓教材，並為本地學校或公營機構提供

自費課程，以及組織其他相關的法律課程或

法律培訓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在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方建明、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育科技部部長王偉明、中央駐港
國安公署聯絡局局長鄧建偉、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法
律部副部長王建源、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律政司
前司長梁愛詩、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原
副主任譚惠珠、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黃玉山、香港海關關長何珮珊、香港入境事務處
處長郭俊峯等嘉賓的見證下，教大國家安全與法律教
育研究中心昨日正式宣布成立。
該中心由教大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聯席副
院長顧敏康任總監。他介紹，中心的成立是體現維護
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的實際行動，中心未來將切實做
好大學師生的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增強學生對國家憲
法，基本法和國安法的基本認識，增進國家意識和社
會責任。
「與此同時，中心亦會在政府和各界的支持下，辦

好國安教育的課程，編寫國安教材，組織國安教育的
交流論壇，開設創新的法律教育項目，講好香港法治
成功的故事。」他表示，教大亦會藉中心邀請本地或
內地的專家學者，就國安與法律教育專案提供學術或
專業建議、解說及評估，並會定期舉辦國家安全教育
分享會或研討會。

助師生精確理解國安法
教大校長李子建表示，國家安全在當今社會有着特
別重要的意義，中心將幫助未來教師及其他學生精確
地理解國安法的相關法律，以培育兼具法治觀念、社
會責任、愛國情懷、有專業操守的教師和市民大眾，
又特別提到在今年4月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中心將與社區共同舉辦相關活動，加強學生和大眾對
國家安全的認識。
他強調，大學會繼續加強對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教

育，提升師德培訓，結合法律方面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應
用，增強學生國安及法治觀念，加深他們及市民對國安
及基本法的認知。
教大校董會主席黃友嘉表示，教大以培養德才兼備
的未來教師為己任，因此更加重視國家安全及有關法
律知識的教育工作。「成立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
中心是有效推行國安教育的重要步驟，未來將積極培
養學生正確的國家觀念與法治觀念，為香港和國家的
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昨日在教大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成
立典禮上強調，維護國安是所有市民的法律責
任。
他分享道，自己早於加入特區政府前，曾獲邀

到教大的大埔校舍就國家的憲法、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等法治主題為學生講課。他認為教大一向
重視國家安全教育工作，而該校學生一方面是香
港社會的年輕人，當中大部分人更是未來教師，
將會肩負教育下一代的重大使命，未來如有需
要，他和律政司同事必定在能力範圍內及時間許
可下，向中心予以協助及配合，做好國家安全教

育工作。
林定國指出，香港國安法第十條訂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
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在這方面，香港
教育大學扮演着獨特角色……而且據我的個人經
驗，可以證實教大就這方面的工作一向處理得非
常好。」
原來早於2020年底，林定國獲教大邀請，就國
家的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法治主題「向
學生談足3個小時」，後來教大校長李子建還親自
到他當時的大律師事務所，向他請教國安法的問

題，並錄影給學生觀看，可見該校很重視這方面
的教育工作。
林定國強調，要確保大家盡心竭力履行有關法律
責任及義務，關鍵核心是通過灌輸有關香港憲制秩
序，包括國安法、普通法制度、一般法治概念等的
基本知識，建立理性客觀基礎，從而培養及促進大
家的國家安全意識及守法意識，並產生尊重及遵守
所有法律包括憲制性法律和國家安全法律的自覺
性。「要做好國家安全教育和推廣法治的工作，需
要香港社會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才能成事。」他非
常有信心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將就此作出
重大貢獻，亦可為其他持份者樹立良好榜樣。

林定國強調維護國安是所有市民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創知中學校
長黃晶榕昨日出席中心成立典禮後表示，中心
除了從事相關法律的學術研究外，相信亦會
對現有師資和準教師培訓帶來重大作用，
「當香港教師們對於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
全法能夠有更系統化和完整的理解，對於學
校開展國民教育，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會
很有幫助。」
他特別期望，中心將來可以推出更多相關教
材，並為學校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服務，更好地
裝備教師，幫助教界提升相關的教育水平。
教大協理副校長、立法會議員周文港認為，
中心的成立，有助落實最新施政報告加強推廣
國家安全教育的目標，亦會為香港以至鄰近地
區在基礎教育層面，做好國家安全及法治教育
相關的師訓、課程發展和推廣等工作，發揮積
極和有意義的作用。

讚中心助培訓教師
校長盼提供更多服務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昨
日於教大國安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典禮上致
辭，同時亦為參與者上了一堂認識憲法、基本法與
國家安全法的教育課。他在分享時舉例說，以往一
些香港人也許覺得「憲法與我無關」，然而這是錯
誤的觀點。「香港特區的『出世紙』，就是來源於
國家憲法，所以憲法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港要遵從國家根本大法
黃玉山表示，國家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全中國
每一寸土地都要遵從，香港自然也不例外，與此同
時，正是由於國家在1982年修改憲法，當中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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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香港特區才得以成立。
「在『一國兩制』方面，香港享有『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這個憲政安排，我們享有行政、立法、
司法權的高度自治，我們有自己的貨幣，有海關，

可以參加國際性的組織，繼續使用原來的普通法體
制。不過在『兩制』之外，『一國』才是前提，如
果無『一國』，就無從談『兩制』。」黃玉山表
示，香港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中央對香港擁有
全面的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所有權力，都
是來自於中央授權，因此『一國』是本，本固才能
枝榮。」
他期望中心日後可以多向老師及學生介紹這一系

列訊息，培養師生正確的國家和價值觀念，全面認
識憲法、基本法、國安法，將來成為「一國兩制」
堅定的傳承者和執行者。
過往有人形容基本法是所謂的「小憲法」，黃玉

山糾正，這是個不準確的說法，「憲法就是憲法，
無大小之分，更準確應該說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
子法，兩者並存，所以在遵守基本法的同時，亦要
遵守國家憲法。」
他期望中心未來可以進一步向學生介紹更多正確

觀念，鞏固學生對國家安全與相關法律的認知及理
解。

黃玉山：憲法與港人息息相關

◆教大成立
國家安全與
法律教育研
究中心，並
於昨日舉行
成立典禮。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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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宣布，為了帶動地

區經濟，18區由本月至5月，將舉辦以

「日夜都繽紛」為主題的連串活動。新

一屆區議會扎根社區、各出其謀，計劃

舉辦展現地區文化特色的活動，顯示區

議會務正業、回歸應有功能，呈現嶄新

氣象，為香港搞活經濟注入動力。各類

繽紛活動，要搞好不易，各區議會要切

合消費潮流、以創新創意手法，吸引市

民和遊客參與，增添香港活力。

新一屆區議會元旦履新後，18區區議

會陸續召開首次會議，研究關愛街坊、

提振地區經濟的建設性方案，各區均提

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日夜都繽紛」活

動。如油尖旺區會在農曆新年前推出

「尖咀夜繽紛」活動，有「夜光龍」及

街頭音樂表演；深水埗區的活動以數碼

產品、激光劍、Cosplay 角色扮演為重

點；九龍城區4月會響應泰國潑水節，

有泰式美食、歌舞、泰拳等文化體驗；

大埔區將辦許願夜市，林村許願樹新設

亮燈，並首創發光寶牒供市民許願等。

這些活動充分展現地區特色，弘揚傳統

文化，大增地區吸引力、增添香港動感

魅力，為市民和海內外遊客帶來美好體

驗。

18區區議會在短短一個多星期內，就

紛紛拿出振興地區經濟的建設性方案，

顯示新一屆區議會切實回歸到區議會的

原本功能和作用。過往區議會亂象紛

紛，反中亂港勢力把原本負責社區民生

事務的平台，當成鼓吹「港獨」、煽

動暴力的政治舞台，嚴重影響地區發

展、民生需要，令區議會完全喪失了

接受特區政府諮詢、服務市民的應有

功能。如今重塑後的區議會展現擔

當、扎根社區、務實為民，有區議會

主席帶領一眾議員走入社區、探望街

坊；有區議員不分所屬團體或自身界

別，一同擺街站聽取市民意見、共幫

市民排憂解難；在振興地區經濟上，

更是集思廣益，積極提出各類搞活地

區經濟的建設性方案。新一屆區議會

務正業，回歸原本服務街坊、振興經

濟的功能定位，成功展現在地區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新氣象。

應該看到，有好創意只是開始，落

實好才見真功夫。正如行政長官李家

超昨日所言，我們周邊的城市、國家

都在進步，我們一定要與時並進、想

出辦法，在自己的行業變得更有競爭

優勢、更有吸引力，令消費者有更好

的體驗，這需要各方努力。近期內地

哈爾濱借用社交媒體力量，以創新創

意服務，成功吸引「南方小土豆」蜂

擁北上，廣西亦借勢將龍脊梯田風景

與璀璨燈光秀結合、邀請東北朋友南

下體驗，更把部分景區向東北「老

鐵」免費開放。本港各區議會可借鑒

不同地方的成功手法，把握消費潮

流，用好社交媒體，發揮創新創意，

讓香港在這個春節煥發動人神采。

區議會務正業振經濟展新風
近日有意見提出，政府應增加公共開支收費，包

括公立醫院急症室診金。昨日特首李家超表示，公

立醫院的急症室是服務有最急切需要的人士，須檢

視防止濫用。急症室收費多年未加，適當上調收費

水平，並按病情緊急程度分級收費、非緊急收取較

高費用，可起到分流作用，對減輕急症室壓力有合

理之處；中期而言，盡快落實「家庭醫生」計劃，更

可發揮分層醫療的優點，紓緩公立醫院負擔。要突

破香港醫療困局，政府更應加大輸入非本地培訓醫

生力度，打破利益藩籬，從根本上增加醫療服務供

應，保障各階層市民能享受適切優質的醫療服務。

公立醫院急症室經常爆滿，遇上冬季流感高峰

期，大量非緊急病人湧入，令急症室不堪重負，影

響救治真正緊急的病人。去年曾有一名患長期病患

婦人在東區醫院急症室求診，等候12小時後被發現

倒斃在急症室的無障礙廁所內。急症室人滿為患的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收費便宜。現時急症室分流制

度為5級，第一類危殆及第二類危急均會被即時救

治，而第三類緊急個案也會快速醫治；至於第四類

次緊急及第五類非緊急，則一般要等候數小時至十

數小時才能就診，而不論哪個級別，都一律收費180

元。另外，現在非緊急病人寧願付180元急診費，也

不願預約50元的普通科門診，其中原因是急症室可

以即時提供驗血、X光、CT掃描等昂貴檢查。

醫管局服務收費按既定準則兩年一檢，但急症室

收費至今有7年未調整，值得檢討收費，藉此改變

市民求醫習慣。多位醫療界人士都認同，急症室收

費要拉近至私家醫生求診的平均水平，加價目的是

減少濫用急症室，令市民並非一有病就「衝」急症

室。 有建議認為，急症室收費可細化，按分流類別

加價，非緊急類別應收取較高費用，尤其是對一些

檢查項目，僅供病情緊急病人免費接受檢查，非緊

急病人若要求檢查則需承擔部分費用。有關機制可

以推動以「用者自付」為原則的公共醫療服務改

革，讓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承擔自己應付的部分責

任，可以有效減緩公共醫療開支的巨大壓力，又保

障市民所需的公共醫療服務質素。

特首李家超任上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基層醫療

健康藍圖》，提出的重點改革方向是建立社區基層

醫療系統，強化一人一家庭醫生概念，務求令市民

不用動輒到醫院求醫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

立法會亦曾表示，不建議第四及五級病人前往急症

室求診，認為長遠須將需求分流至基層醫療和家庭

醫生服務。希望藍圖內的家庭醫生概念早日成為現

實，既讓市民享有適切的醫療服務，又可減輕公立

醫院、急症室的壓力。

本港人口老化加速，醫療需求急劇上升，但前線

醫生人手嚴重不足。公立醫院更以不足全港一半醫

生數量，承擔了八成至九成醫療服務，醫生短缺問

題更突出，導致公院、急症室輪候時間愈來愈長，

市民怨聲載道。有足夠醫生是本港提升醫療服務的

前提條件，引入海外醫生可解本港醫生不足的燃眉

之急。本港現時已容許非本地培養的港人醫生，經

過考試後來港執業，不過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曾表

示，計劃進度並不理想，多年來只招聘到50名醫

生，收到的申請中，大部分因並非香港永久居民而

不符合條例要求。有本港醫生團體以海外醫生「良

莠不齊」為由，不支持引入海外醫生。其實，政府

監管到位、市場有序競爭，庸醫根本不能在港立

足。本港有必要繼續拆牆鬆綁，有序開放醫護人力

資源市場，完善監管改革，增加優質醫療服務供

應，從根本上破解本港的醫療困局。

適當上調急症收費 盡快落實分層醫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