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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個港師研修基地揭牌
落戶華南師大 前8個月已培訓近900人

內地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揭牌暨

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開班典禮，昨日

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舉行。香港特區政府教

育局局長蔡若蓮在活動上致辭時表示，去年

全面恢復通關後，華南師大是第一所為香港

舉辦教師培訓活動的內地師範院校，在8個

多月內培訓了近900名香港老師。基地揭牌

後，將善用院校的專長、基地的專業發展平

台、培訓的經驗和資源，開展更多樣化的老

師培訓項目，通過構建多層次、多領域、多

形式的專業交流和合作，推動學科建設經驗

分享、教育研究以及教師教育培訓，讓兩地

教育工作者互學互鑒，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廣州報道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
提出在內地設立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中

心，恒常開展教師內地培訓、交流及合作項目。蔡
若蓮表示，華南師大在教師教育方面特色彰顯，此
前已與香港有很多合作，如合作組織多期香港教師
內地學習團、香港教師普通話培訓，與香港教育大
學在香港合作籌辦第五屆粵港澳大灣區師德論壇
等，一直積極支持香港教師的專業發展。
她感謝國家教育部的支持，以及廣東省教育廳和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的指導和協調，讓首個基地正
式落戶華南師大。

粵將組織教師來港交流
廣東省教育廳黨組書記、廳長朱孔軍在致辭中表

示，基地的落地掛牌是對粵港交流合作的有力深
化，更是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個生動實
踐。廣東教育廳將大力支持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
地的建設發展，支持基地為香港教師提供更加優質
的研究和教育條件，讓廣大香港教師學有所成，學
有所用。同時，也將積極組織更多的廣東教師到香
港交流學習，開闊眼界，提升專業能力。

蔡若蓮強調，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大力支持老師
的專業發展，為老師們提供不同的培訓活動，以及
境內境外的交流，幫助其拓寬視野。赴內地研修、
培訓能讓香港教師親身了解最新的國情，體驗內地
在民生、數字化教育、科技創新等方面的發展情
況，並與內地師生建立情感往來，作為第一見證者
去培養和豐富年輕人的國家觀念。

構建粵港教師發展共同體
當天也是第八期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的開

班日，149名香港新入職教師將在廣州、深圳進行為
期三天的考察交流，通過專題工作坊、學校參訪、

企業參觀、文化考察、共同體建設等形式體驗內地
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成就，了解內地教育改革的發
展重點，結交內地同行，構建粵港教師發展共同
體。
對趕赴內地學習的新老師們，蔡若蓮希望他們珍
惜到內地學習的機會，親身體會國家各方面的現代
化發展，厚植家國情懷，一起說好國家教育的故
事；鼓勵他們以立德樹人的理想，做好學生的榜
樣，積極參與培訓、更新專業知識，並主動與同事
同學觀摩交流、互相學習、共同提升，在教書育人
的路上攜手同心，培養學生成長成才，引領學生融
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家安全涵蓋
20個重點領域，包括科技安全、網絡安全及數據
安全等，因應有立法會議員關注本港專上院校有
何措施讓其創科項目免受敵對組織或個人竊取、
刺探、非法取得、干擾或破壞，特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昨日書面回覆時強調，院校絕非法外
之地，所有師生均須遵守法律，包括香港國安
法，而研究資助局已在各資助計劃申請書中，提
醒院校及研究人員需要遵守法例和其他安全及道
德相關的標準。
蔡若蓮表示，雖然根據基本法，香港的專上院
校享有自主和學術自由，但仍須確保良好管治並
向公眾問責，其運作亦應符合法例要求以及學生
和社會整體的利益，及按照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及
第十條採取適當措施，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及開展
國家安全教育的法律責任。
她表示，特區政府已通過恒常溝通渠道，提醒

院校在香港國安法下的法定責任，以加強防範和
及時制止在校園內出現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行為或其他違法活動。
她指出，院校在遞交申請及接受獲批的資助

時，亦必須承諾會妥善監管其研究項目，確保符
合上述要求。同時，由創新科技署管理的「創新
及科技基金」下各項資助計劃，亦要求申請機構
或院校須遵守包括香港國安法等法律。
蔡若蓮強調，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資訊系統網絡

安全，而公私營機構是網絡安全防線的重要一
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透過《政府資訊
科技保安政策及指引》，予所有公私營機構參考
有關的風險管理原則及措施。同時，資科辦亦一
直與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香港警務處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和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
有限公司緊密合作，透過培訓、推廣及提供建議
等，支援公私營機構網絡及資訊保安相關事宜。

教育局：院校絕非法外之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香港特

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10日在廣州出席活動期
間，接受媒體訪問回應段崇智辭任香港中文大學校
長一事時表示，正如中大校董會及校長的聯合聲明
中所言，相信辭職絕對是校長個人的決定，並引用
聯合聲明指出，他們會為大學順利過渡一同努力，
並希望在過程中協助大學有更好的發展。校董會亦
會在這段期間按程序和相關條例展開校長招聘工
作，務求令大學發展和過渡順暢。
蔡若蓮表示，中文大學校董會的改組並非短時間

內決定，他們一直希望大學管治能與時並進，因此
在2009年和2016年也提出過改組。中大校董會最
近一次參考了香港或國際上最好的大學管理模式，
以及大學治理報告，擬定是次中文大學修訂條例內
容，包括具體優化校董會的組成，朝着不斷優化管
治的角度前進。
對香港教師的流失問題，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一

直密切留意老師的供應和學校實際需求，並每年進
行檢視。她指出，教師的流失，與轉職、轉校、進
修或離開香港等各種個人原因相關。蔡若蓮強調，
按教育局現時了解的數據，香港教師的供應仍然充
足，甚至可以說供應量非常充裕。
明愛專上學院日前獲行政會議批准升格為大學，
改名為「聖方濟各大學」。蔡若蓮表示，對院校升
格成為大學感到開心，認為本港自資院校不斷提高
質素，為學生提供更優質教育及出路。

盼港院校更具國際競爭力
被問到本港文憑試應考生減少，但大學數目增
加，會否擔心學位的認受性下降。蔡若蓮表示，相
信大學的質素，除了大學本身外，老師、師資、課
程及學生努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都相當重要。
她希望無論是教學團隊或院校，可以共同努力，
讓本港的教育質素不斷提升，更有國際競爭力。

蔡若蓮：改組中大校董會冀優化管治

◀ 內地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在廣
州華南師範大學揭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攝

▲蔡若蓮表示，希望香港教師珍惜到內地
學習的機會，親身體會國家各方面的現代
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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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個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

昨在廣州華南師大揭牌，同時150名

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舉行開班

典禮。香港教師恒常赴內地培訓、交

流，既利厚植家國情懷，亦助提升專

業能力，兩地教師互鑒互學、共同進

步，受益的是兩地學生。教育局要用

好研修及交流基地，促進兩地教師雙

向奔赴、觀摩交流、互相提升，更好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教育交流與合作。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施政報告

中提出，在內地設立首個香港教師研

修及交流中心，恒常開展教師內地培

訓、交流及合作項目。華南師範大學

歷史悠久，已為國家培育90多萬名優

秀教師和各類人才，且一直積極支持

香港教師的專業發展，是去年香港與

內地復常通關後第一所為香港教師舉

辦培訓的大學，8 個多月來已承辦 8

個香港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培訓

了近900位香港教師。

香港教師研修及交流基地，將善用

華南師大在教師教育方面的培訓經

驗、專業網絡和資源，為香港教師提

供多樣化、高質素的培訓項目，讓香

港教師了解最新國情，體驗內地在民

生及數字化教育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

發展情況，同時基地將為香港教師提

供與內地師生交流機會，建立情感往

來，有利香港教師厚植家國情懷、提

升專業能力。

基地也為粵港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

新平台。正如廣東省教育廳領導昨日

在致辭中表示的，基地的掛牌是深入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個生動實

踐，政府將大力支持香港教師研修及

交流基地的建設發展，支持基地為香

港教師提供更加優質的研究和教育條

件，讓廣大香港教師學有所成、學有

所用；同時也將積極組織更多的廣東

教師到香港交流學習，開闊眼界、提

升專業能力。香港教師在英語教學模

式、文憑試、特殊教育、小班教學，

在國際課程如IB、英國A-Level兼備

的國際化教育體系等方面皆有所長，

而內地教師在中國文化、科技教學等

方面具有經驗豐富，兩地教師互相交

流學習，取長補短，將促進大灣區教

育水平提升。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人員往來密切，

學生跨境上學、就讀的情況日益普

遍，加強兩地教師交流，亦有助兩地

老師教導、指引跨境學生，協助他們

健康成長。

此次150位新入職教師成為進入新

掛牌基地學習的首批教師。今年計劃

有12個學習團、近2,000位香港新教

師將到基地開展學習，教育局要用好

研修及交流基地，讓更多香港教師能

赴內地進修、交流，參觀、學習，香

港教師與內地教師互鑒互學愈深入，

香港教育和學生得益就更大。

兩地教師互鑒互學造福學生
署理文體旅遊局局長劉震昨日表示，對於恢復開放

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以及將措施擴大至其他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政府正就相關安排的實施情況、未

來路向，與內地相關部委討論及保持緊密溝通。而商

界的調查則顯示，近七成受訪會員支持恢復「一簽多

行」。恢復和擴大「一簽多行」，對本港旅遊及整體

消費行業是重要利好；更重要的是，本港需盡快切實

提升口岸通關、跨境交通、酒店住宿等接待能力，確

保讓內地遊客留下美好體驗，才能把好事辦好，推進

本港旅遊業及整體經濟穩健發展。

2009 年4月，深圳市試行戶籍居民「一簽多行」

政策，但隨着赴港旅遊人數的不斷增多，出入境口

岸壓力增大，由2015年4月起，深圳市戶籍居民由

「一簽多行」調整為「一周一行」。恢復和擴大「一簽

多行」，固然有利本港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復甦，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而恢復「一簽多行」的

重要基礎，是政府和業界要做好接待配套服務。

首先，要做好關口的出入境安排和相關的交通配

套。現時各口岸節假日期間都是人頭湧湧，在剛過

去的除夕元旦假期期間，累計約有43萬人次的內地

遊客訪港，平均每天有超過14萬人次。除夕夜煙花

匯演之後，大批內地遊客滯留本港通宵等候，顯示

提升節假日口岸通關和跨境交通能力的迫切性。隨

着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日臻成熟，將會有更

多兩地遊客雙向奔赴，對保持口岸通關和跨境交通

暢順提出更高要求。這是恢復「一簽多行」的前提

條件之一。

即將到來的春節黃金周，是對本港口岸通關和跨

境交通疏導能力的又一次考驗。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將主持「大型活動過關交通安排統籌會議」，加強

統籌協調各相關部門和業界，確保遊客過關交通安

排暢順。本港更需要與內地建立有效的溝通合作機

制，確保妥善應對節假日的龐大跨境人員流動，避

免類似除夕夜內地遊客滯留的情形重演。

其次，要提升本港酒店業的接待能力，規範酒店

合理調整房價。至去年11月底，本港酒店和賓館合

計客房總數有超過 10 萬間，數目比 2013 年增加約

31%。但不少遊客反映本港酒店「海鮮價」，寧願選

擇即日回深圳過夜。本港酒店業界應着眼長遠，合

理調整房價，切勿竭澤而漁。對於一些經營者「劏

客」賺快錢的行為，政府要果斷出手，制止「趕

客」行為。有意見建議，本港應發展民宿並納入規

管，為遊客增加中低價的住宿選擇，政府應該認真

研究，借鑒周邊地區的成熟經驗，豐富本港酒店服

務的選擇。

第三，旅遊業界需要針對遊客口味的轉變，充分

利用本港國際化和中西文化薈萃的優勢，開發具特

色的文化旅遊和深度旅遊；全港各區都可以結合自

身特點發展不同的旅遊產品，增加對內地遊客的吸

引力。政府和業界應持續舉辦更多國際級盛事，加

強文化體育活動與旅遊業的融合發展，開發更多深

度旅遊、遊輪旅遊等特色旅遊，吸引更多高增值的

「一簽多行」遊客訪港。

本港的旅遊接待能力在過去10年有所提升，恢復

和擴大「一簽多行」有一定基礎，但「一簽多行」

預計會令遊客來港出現更大的高低波動，重要節假

日或會出現大量遊客湧港的情況，政府要全面評估

本港接待能力，包括口岸通關、旅遊設施容量、酒

店接待和跨境交通載客等方面摸清底細，在做好自

身工作的基礎上，積極向中央爭取恢復和擴大「一

簽多行」安排，做大和做好本港旅遊業的「蛋

糕」。

切實提升接待能力 穩步恢復「一簽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