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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銷」應對「軟對抗」增港青國安意識
王忠巡：中式步操增國民身份認同 冀全港學校都有護旗隊

香港警隊力量是意志堅定、無懼無畏的執法者，也是潤物細無

聲的國安教育推動者。警務處助理處長（國家安全2）王忠巡

（王Sir）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現在正是全力推

展國家安全教育的好時機，而要做好青年教育工作，必須善用「軟銷」，同時要用這種方式應

對如今社會依然存在的「軟對抗」。他強調，警隊會積極透過中式步操等不同形

式幫助香港的年輕人增強國民身份認同，希望未來香港所有學校都有護旗隊，所

有制服團隊都轉中式步操，希望香港擁有一代又一代的正面、樂觀的愛國愛港的

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胡恬恬

本本報報專訪專訪

警務處助理處長（國家安全2）
王忠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憶
述自己學習中式步操時表示，當聽
到用普通話喊的口令，看着五星紅
旗冉冉升起，在場所有同事一起敬
禮，「感覺好感動。」這份油然而
生的家國情懷，是王忠巡過去英式
步操時完全感受不到的。
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中式步
操的標杆，王忠巡笑言這是大家
操練好中式步操的「最大難點之
一」，但即使如此，他看到大家
學習中式步操的熱情。他舉例
說，一些香港的制服團體教官學
習中式步操，在休息時間還在不
停操練，「明明講話休息下，大
家飲下水咁，15 分鐘之後返來
嘅。」這大概就是中式步操的魅
力。
事實上，操練好中式步操並非
易事。王忠巡說：「英式步操，
有很多『噠』的（一聲跺腳），
一轉彎就『噠』，只要那一下
齊，中間發生什麼事，大家都不
理的，就覺得很齊了。」不過，
中式步操還需要看擺手、踢腳是
否整齊，包括在「半空時」整齊
度也不能差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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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6年加入香港警隊的王忠巡，在刑偵、情
報工作方面有相當經驗，又曾在警察學院任

職和擔任院長。他說，警隊作為主要執法力量，
可以將累積的經驗投入到國安教育。在2022年 3
月接任警察學院院長後，他推動將香港國安法知
識引入警隊訓練課程；在活化後的警隊博物館設
立國家安全專題展覽廳，讓市民透過多樣形式了
解國安知識；全力推動警隊於2022年7月1日全面
轉為中式步操。
身為英式步操轉中式步操的親歷者，王忠巡體會
到步操方式的轉變，對一個人增強國民身份認同、
愛國情懷、紀律訓練、團隊意識、領導才能的正向
影響（見另稿）。因此，除了警隊內部訓練，他也
在思考如何向香港的年輕人推動中式步操。

中式步操培訓配合講解
在和不同的制服團體合作，推動中式步操的同
時，他還透過警方「傳承計劃」和警隊中畢業於
同一所中學的同事組成一隊，幫助推動嗇色園成
立香港首支由辦學團體組織的「嗇色園護旗
隊」，嗇色園轄下5間中學都有學生參與其中。他

們又培訓了一些老師，請他們日後在學校進一步
推廣中式步操。
王忠巡說，他們培訓中式步操，不是不停地讓學

員在操場上操練，而是會配合講解，包括國歌法、
國徽法、國旗法，以及它們背後的歷史、意義等，
「整體是一個很全面的國民身份認同的訓練課
程。」
王忠巡積極在年輕一代中推動中式步操的其中一

個原因，是因為見到不少在修例風波中被誤導的年
輕人悔不當初，希望透過努力讓年輕人更能明辨是
非，不走讓自己後悔的路，「香港由治及興的一個
關鍵是，我們是否能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正面、樂
觀的愛國愛港的年輕人。」
他坦言，過去幾年，香港經歷黑暴、疫情，推展

國安教育並非易事。「現在正正是一個好時機，讓
我們全力去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要青年接受正面信息不能「硬銷」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社會面大致平穩，明刀明槍

的硬對抗「絕跡」，但如今很多「軟對抗」出現，
別有用心者透過文藝創作等形式在網絡媒體滲透負

面信息，甚至特別針對年輕人。王忠巡認為，要年
輕人願意接受正面信息，不能「硬銷」，「要用
『軟銷』的方式應對『軟對抗』。」
香港警方建立了很多不同平台，與年輕人、教育
界、社區等不同界別的人士聯繫，透過不同的「軟
銷」方法推動國安教育，推廣中式步操就是其中一
項。談及推展國安教育方面的願景，他希望未來香
港所有學校都有護旗隊，所有香港制服團隊都轉中
式步操。

警務處助理處長（國家安全 2）王

忠巡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當天，正值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香港警隊

180 周年警察學院開放日」，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活動現場感受到了一次面向年輕人的

成功「軟銷」。

在開放日現場，精銳裝備和現役警察車輛展示、

不同攤位遊戲讓參與者體驗警隊工作、回顧警隊歷

史的虛擬實境影片，以及一系列由各紀律部隊提供

的融合了駕駛表演、警犬服從表演、反恐演練等項

目，為市民提供全方位了解警隊的機會，吸引了大

批市民和學生前來參觀體驗和「打卡」。

專訪結束後，香港文匯報記者和王忠巡一起前去

開放日的「國安號」列車展覽廳，在現場也了解到

王忠巡談及的「軟銷」的魅力。

展廳門口免費派發「國安號」形象氫氣球的攤位

吸引了大、小朋友爭相領取。進入「國安號」展

廳，模擬高鐵車廂及車站月台形象的展廳映入眼

簾，廳內以圖文和影片形式普及憲法、基本法及香

港國安法；旁邊還設有「NSmart國安問答活動」，

參與市民有機會獲得帶有「國安」元素的紀念品。

冀以「捍衛者」形象 植國安種子
身着制服的王忠巡在現場「自帶明星光環」，不

少中小學生、小朋友爭相希望和他合影。王忠巡也

抓緊機會和他們打招呼、閒話家常，勉勵他們學業

進步，充分展現警察的魅力。

在場的家長則拿出手機不同角度拍攝，留下子女

和「阿Sir」的合影。其中一位與王忠巡合影的二年

級小朋友簡佩堯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覺得王Sir

十分和藹可親，穿着警服也十分「有型」，所以希

望和他合影留念。

這些合影未來可能封存在手機，但這份和香港警

察的交流記憶，或許可以埋下下一代願意更多了解

國家安全捍衛者、了解國家安全、了解國家的種

子。

王Sir表現親民 小孩爭相合影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警隊舉行的開放日活動上，不少中小學生、小朋友爭相希望和王Sir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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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航天事業發展一日千里，以

航天科普為核心內容的研學遊備受

推崇，成為旅遊教育新風潮，酒

泉、西昌、文昌等航天發射基地，

每逢五一、十一黃金周前後均客如雲

來。教育結合旅遊的研學遊成為內

地旅遊創新發展的新興業態，也給

香港旅遊業良性發展帶來新商機，

特區政府、旅遊業界可以攜手積極

開拓內地研學遊市場，為香港旅業

注入新增長點，吸引更多香港市民

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內地研學遊，開

展生動多元的國民教育，推動學生

全面深入了解國情。

早在2016年，國家教育部等11部

門印發《關於推進中小學生研學旅

行的意見》，要求各地更注重開展

研學遊，推動研學遊快速發展。在國

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寓教於遊的旅遊

新模式生機勃勃、前景可觀。資料顯

示，內地2019年研學旅行人數增至

480 萬人次，2021 年達到 494 萬人

次，2022年突破600萬人次，有行業

分析報告預計，到2028年內地研學遊

市場規模或將達千億元人民幣。

在內地研學遊中，依託國家航天

發射基地的科技背景，開展航天科

普的研學遊是亮點之一。酒泉、西

昌、文昌等幾大航天發射基地所在

的城市，近年都大力發展以航天科

技為中心的旅遊、教育結合新產

業 ， 推 出 「 火 箭 發 射 觀 禮 親 子

遊」，安排遊客觀看真實火箭發射

船、體驗火箭出海前流程，甚至走進

火箭廠房、親歷火箭總裝場景，讓參

與研學遊的學生透過沉浸式體驗，了

解中國航天發展成就，感受中國自強

不息的航天精神，增進對國家科技進

步的自豪感。

內地航天研學遊對本港青少年很有

教育意義，也有帶動本港研學遊發展

的巨大潛力。有本港旅遊界人士反映，

受時間和交通成本限制，目前本港到內

地的航天研學遊，以團體、學校組織

的考察交流團為主，專程赴內地的航天

科普商業化旅行團較少，但相信隨着旅

遊市場發展及獲得國家支持，本港旅遊

業有望開拓更多航天遊學團新項目。

以航天研學遊為代表的研學遊具有

經濟、社會等綜合效應，在增強學生

實踐能力、提升素質教育水平、激發

旅遊市場活力等方面作用顯著，是推

動教育事業及文化和旅遊產業發展的

重要抓手。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開

展國民教育是特區政府和本港社會各

界共同努力的重點工作之一，特區政

府應積極爭取中央政府到內地省市相

關部門的支持，達成兩地合作推動研

學遊的共識，為本港更好參與內地研

學遊創造有利條件；本港旅遊業界更

應主動配合，研究推出符合本港市場

需求、受消費者歡迎的研學遊產品，

加強本港學生對內地經濟、科研、社

會、文化的認識，同時拓展對本港旅

遊業的商機，分享更多內地研學遊蓬

勃發展紅利。

把握內地研學遊商機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香港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致辭中指出，時代在

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改

變，大家要主動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

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開香港發展

的新天地。夏主任提示香港在發展新階段必須勇於創

新求變，努力實現管治創新、機制創新、產品創新和

市場創新，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現新擔當，在

積極作為、創新創造中實現新飛躍。

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香港高質量發展

有法律護航，加速香港由治及興。香港內外環境正在

發生深刻變化，要實現香港發展迭代更新、轉型升

級，需要全方位創新。

首先是管治創新。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香港回歸25周年慶典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要轉

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

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特區政府要努力改變

「大市場、小政府」和「積極不干預」的過時施政思

維。從疫後本港經濟復常的進程看來，特區政府積極

「搭台」，鼓勵業界「唱戲」，在發展盛事經濟、推

動「日夜都繽紛」活動、加快土地房屋發展等各方

面，都取得不俗成效。下一階段，特區政府需要制定

更積極主動的產業政策，將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緊密

結合，為經濟社會升級轉型加注強大推力。

其次是機制創新。這集中體現在如何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上。香港發展創新科技中心的方向明確，而

且本身有雄厚的基礎科研實力，但相關科研成果要市

場化、產品化，並非單靠香港自身力量可以完成。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目的，就是將特區的優勢對接國家

創新體系，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可以依託內地完整產

業鏈及巨大市場的優勢。粵港澳三地有着「一個國

家、兩種體制、三個關稅區」的特色，必須積極研究

機制創新，便利三地人員、物流、資金和技術的流

動，打造推動香港穩健發展的新增長點。

第三是產品創新。以國際金融中心為例，香港投資

市場近年受美國加息和地緣政治影響，股市走勢受

壓，但香港金融市場的多元化戰略卻不斷開拓，去年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和衍生產品成交量創新高。

夏主任在致辭中強調，香港要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綠

色金融、數字經濟等範疇，發展適合香港的新產業。

特區政府前年發表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

之後，證監會將於本月底一次過批出首批虛擬貨幣

ETF上市交易，這是積極推進產品創新、構築競爭新

優勢的有效招數。

第四是市場創新。以輿論最近熱烈討論的旅遊市場

為例，今年首季訪港旅客錄得1,123萬人次，按年增

加1.5倍，而即將到來的五一黃金周，是內地擴大來

港個人遊城市後的首個黃金周，香港旅遊市場表現好

壞的關鍵，在於業界是否能主動進行市場創新。過去

旅客來港單純消費購物的模式已經改變，越來越多旅

客崇尚深度遊體驗、慢節奏的「Citywalk」，博物

館、海邊咖啡廳和文化地標成了新的打卡地。旅遊界

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業界在疫情期間創造很多不

同類型的旅遊產品，發掘本地遊景點和特色深度遊路

線，至今仍很受歡迎，這反映創新很重要，旅遊業界

應積極適應市場變化，更精準打造旅遊產品。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指出，過去香港經歷過不同的

經濟轉型期，港人總能在轉變中抓機遇，開創新局

面、創造新奇跡；香港人都應該認識和面對大潮流的

轉變，不怨天、不尤人、積極作為。社會各界上下一

心，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各界積極創新求變，香港明

天注定輝煌。

全方位創新求變 實現香港新飛躍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