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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會見范徐麗泰

港下月首辦全球繁榮峰會
邀諾獎得主商界領袖主講 冀鞏固港聯通國際等重要角色

楊潤雄與學生「共讀半小時」

首屆「全球繁榮峰會」將於下月13

日至15日在港舉行。峰會將邀請諾貝

爾化學獎得主、商界領袖和專家翹楚

擔任主講嘉賓，討論包括全球化、科

技合作與大國競爭等在內的五個前瞻

性議題。峰會發起人、行政會議召集

人葉劉淑儀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是

次峰會將會是由香港主辦的最大規模

的地緣政治峰會，期望透過香港「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發

揮民間外交橋樑作用，進一步促進國

際交流，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獨特

功能，鞏固香港在聯通國際和地緣政

治上的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由一群香港學術、商界和創見領導者發
起的「香港全球繁榮峰會」，與匯賢

智庫政策研究中心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攜
手打造國際論壇「全球繁榮峰會2024」，
希望建構全新平台讓環球不同領域的領袖和
專家翹楚深度交流，探討影響全球繁榮最迫
切的議題，為全球未來發展開拓新里程。

葉太：消除外界對港錯誤認知

葉劉淑儀介紹，一連3天的峰會將討論5
個前瞻性議題，包括「全球化與去全球
化」、「泛安全化的風險及對發展的影
響」、「科技合作和人類未來」、「大國競
爭與和平共處」，以及「氣候變化與可持續
發展」。最後一天還會舉辦青年領袖論壇和
一場閉門專家會議，分別討論青年企業家對
未來全球經濟的看法，及地緣政治下香港扮
演的角色等。
她期望藉助民間交流「空間大」「靈活」
的特點，透過學術界與商界多年建立的深厚
地區網絡，廣交各國朋友、促進各國友誼，
消除外界對香港的錯誤認知，引導外界對中
國及香港的正確理解。
她說，「全球繁榮峰會」是一個嶄新的渠
道，透過這個高質量民間交流平台，環球專
家可以藉着客觀理性的交流深入討論影響全

球繁榮的議題，從而推動各方以開放的思維
凝聚共識、加強合作，攜手推動國際社會就
地緣政治問題提出應對方案。
她表示，目標是每年舉辦一次，下一年峰
會或會選在6月份舉行，期待未來能有更多
民間組織參與。
據悉，峰會邀請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國

際結構生物學權威羅傑．大衛．科恩伯格教
授（Professor Roger D. Kornberg），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史蒂夫．漢
克（Professor Steve Hanke），香港中國學術
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等專家學者。葉劉淑
儀並透露，是次峰會還將根據不同議題，邀
請包括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環境及
生態局局長謝展寰，以及特首政策組成員、
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國際商會成員等代
表參加，多名前美國高官也在邀請之列。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3
月消費物價指數（CPI）按年上升2%，略低於市
場預期的升2.1%，較1月、2月合計的平均升幅
擴大0.1%。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基本
通脹率 1%，較 1 月、2 月合計的平均升幅高
0.1%。
按種類劃分，3月煙酒物價升幅最顯著，按年
升17.7%，其次為外出用膳及外賣，升3.3%；住

屋上升3.1%；交通上升2.2%。另外，電力、燃
氣及水下跌8.7%，耐用物品下跌1.5%，基本食
品下跌0.5%。
發言人表示，3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輕微，展
望將來，通脹在短期內應會繼續處於可控水平。本
地成本或會因香港經濟繼續增長而面對一些上升壓
力。外圍價格壓力應會延續大致向下的趨勢，儘管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會帶來不確定性。

3月消費物價指數年升2% 煙酒加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特區政府
早前發表《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當中
計劃在區內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牛潭尾
及新界北新市鎮預留超過60公頃用地，發
展「北都大學教育城」。昨日在立法會
「北部都會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會
議，多名議員關注本港適齡學童人口下
降，或影響「北都區」大學城收生不足，
並關心院校進駐的準則。教育局副局長施
俊輝回應指，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
紐，可緩解人口下降對收生帶來的挑戰，
局方會採取審慎態度，考慮項目可行性和
成本效益，審批院校申請時亦會考慮院校
提供的課程，與當區發展是否相關。
施俊輝昨日於會上介紹指，局方會循
「產業導向」、「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
際教育樞紐，未來人才搖籃』」、「配合
國家發展戰略」、「產業帶動，按部就
班」共4個目標和策略，逐步推展「北都
區」大學教育城的工作。具體包括在「北
都區」積極推動職專教育發展；鼓勵院校
與中外知名院校探索及拓展更多合作機
會；強化「留學香港」的品牌；考慮在區內
預留土地，構建一些共享設施，例如動物
中心、數據中心；鼓勵跨院校、跨課程、
跨界別及跨境合作，開拓更多創新、前沿
和高層次的本科和研究以及專業課程等。
他又提到，早前已有 19所專上院校就
「北都區」發展提交建議書，部分院校傾
向將現有校園搬遷至該處，或與內地分校
推動更多合作交流；亦有建議成立衛星校
園，或以自資模式成立國際化大學校區，
提供更多與海外知名院校合辦的課程；以
及推動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職專教育，

以與區內產業夥伴加強合作，培育掌握業
界所需應用知識和技能的專業人才。

吸人才來港 有助擴生源
多名議員擔心「北都大學教育城」未來
或收生不足，其中盧偉國指，本港出生率
低，憂慮「北都區」將來大量的專上教育
設施「邊個去讀」，強調應先要做好人口
政策。施俊輝回應指，本地適齡學童人口
下降是不爭事實，特區政府在鼓勵生育的
同時，亦有信心隨着「北都區」發展可為
香港經濟帶來新動能，吸引更多人才來
港，加上本港大學非本地生比例上限亦增
至四成，配合向外宣傳本港高等教育，有
助擴闊來源，紓緩本地出生率下降所帶來
的挑戰。
另有議員問及預計日後進駐「北都區」
的大學數目及擬發展學科。施俊輝指，現
時各院校有不同考量，包括提出整校搬遷
及設立額外校區，「若一間搬入去佔位較
多，大學數目自然較少；但如果是共用設
施，可參與大學數目就較多。」
他指，局方目前對進駐大學數目、學生
人數和學科等未有具體估算，但會檢視各
院校是否配合上述四個目標，亦會要求提
供與當區發展相關課程。
他舉例說，其中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平
整工程將於今年展開，預計2026年完成，
今年內會開始邀請院校進行申請；而該處
屬「北都區」西部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
紐，具備潛力成為現代服務業中心，「希
望（申請）院校能提供相關課程，我們會
根據這些準則，去釐定用地交給哪些院校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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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特區政府
自今年起將每年4月23日定為「香港全民閱
讀日」，昨日多區均舉辦不同閱讀活動，鼓
勵學生和市民多閱讀。其中，康文署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及多個康文署場地舉行「共讀半
小時」活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於中央圖書館與學生們一起讀書。他在活動
中表示，閱讀可以不受時間、地域限制，只
要拾起喜愛的書本或篇章，便可以漫遊其
中，鼓勵市民讓閱讀成為習慣。
楊潤雄昨日跟參與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
協會舉辦的「全港中小學校際中文閱讀競賽」的學
生，一同閱讀競賽選書《259敦煌計畫》，透過書
中有關敦煌壁畫和絲綢之路的生動介紹，鼓勵參賽
同學進一步探索和欣賞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和態度。
康文署亦於多個轄下場地，包括北角油街實現藝
術空間、九龍公園拱廊和指定圖書館設置「共讀
點」，放置不同類型的書籍，讓市民在不同地點參
與共讀活動。

7.5萬師生線上線下同步參與
另一方面，教育局於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舉辦「中小學聯校共讀半小時活動」，吸引全港約
220所中小學、75,000名師生到場或通過網上同步
參與。活動主題為「中華經典名著」，筲箕灣官立
小學學生扮演《三國演義》的諸葛亮和《西遊記》

的唐三藏，向大家介紹角色經歷和價值觀。活動亦
安排說書人講述《西遊記》中「三打白骨精」的情
節。康文署代表其後介紹香港公共圖書館內的中華
經典名著，鼓勵學生善用資源。昨日起香港公共圖
書館讀者的外借圖書館資料上限由8項增至10項，
以鼓勵和方便市民養成持久閱讀習慣。
至於香港出版業總會昨日亦響應活動，於沙田新

城市廣場舉行的「2024香港閱讀+」嘉年華會，邀
請市民共讀半小時。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舉行了大型閱讀活動「雲遊

長城」，除了師生共讀環節外，更設有「世界最多
人手牽手以紙模型手套拼砌長城」的特別環節，由
師生、家長及區內幼稚園學生合作創出一個具中華
文化元素的世界紀錄，參與人數達457人，獲世界
紀錄協會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青少年精神健
康問題近年備受社會關注，救世軍昨日公布最新
調查顯示，根據國際認可精神健康量表評估，逾
七成半受訪本港青少年有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困
擾，數字為近3年新高；而隨着青少年年齡漸
長，其精神困擾程度亦愈為嚴重。救世軍分析
指，疫情令青少年社交能力下降，至今仍對他們
造成疏離感，加上要追趕學習進度致壓力大增，
呼籲各界正視問題，多透過聆聽和陪伴，幫助年
輕人獲得喘息空間。
救世軍社會服務部去年9月至今年1月訪問了
204 名 12 歲至 29 歲在學及在職青年，並以
「GHQ-12」量表了解其精神困擾程度，結果顯
示，76.5%受訪者GHQ分數高於15分，屬於有
精神困擾類別，比率為持續三年上升，而整體平
均分則有18.3分，亦明顯較過去兩年的16.9分及
17.3分高。隨着年齡增長，受訪者GHQ分數也
呈上升，如18歲至19歲分數只有16.8分，24歲
至29歲受訪者卻高達22.4分。
調查亦發現，近四成受訪者察覺自己有「精神

緊張」和「睡眠變差」的情況。
昨日發布會上，應屆DSE考生Terry分享自小學
起遭同學欺凌，並承受家庭關係困擾，自讀中五起
抗拒上課，並患上長期抑鬱症，曾萌輕生念頭。
作為「過來人」，Terry表示，當見到青少年情
緒受困時，成年人往往忽略了年輕人其實有能力
自行調適，並想自己解決問題，建議成年人應耐
心等候合適介入時機，並以同理心關懷年輕人，
多聆聽他們的需要。

逾七成半港青受精神困擾 近3年新高

◆救世軍的調查顯示，逾七成半受訪本港青少
年，曾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楊潤雄昨日一同參與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共讀半小時」
活動，並與嘉賓和學生合照。

◆葉劉淑儀（左）希望，今次「全球繁榮峰會」有助香港多交朋友，令外
界對香港有正確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4月23日上午，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
十一屆、十二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香
港特區首任立法會主
席范徐麗泰。 ◆夏寶龍會見范徐麗泰。 國務院港澳辦網頁圖片

勞動課 要加強

弘德明道

（特刊）

我強烈建議增加中小學
勞動課的課時，目前的勞
動課每周只有一課時，象
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我

建議應該每天一課時。《中國城市餐飲食物浪費報
告》顯示，中國餐飲業人均食物浪費量為每人每餐
93克，就相當於每人每頓飯扔掉一個二兩重大白饅
頭。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小學生的浪費量遠遠大於
成年人，年齡越小，浪費越大。
我們在幼兒園就學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
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但讓連韭菜跟麥
苗都分不清楚的孩子知道「汗滴禾下土」的艱辛，
怎麼可能？在過去，中國農村地區中小學生都會放
農忙假，三夏大忙，讓孩子們幫助父母搶收搶種，
而城市的孩子也會走到農村，幫助農民伯伯收麥
子、收水稻、撿麥穗、撿谷穗。我們是農耕民族，
這樣對孩子培養對土地的感情、珍惜糧食，進行感
恩教育都太有必要了。在過去，孩子們不僅要學
農，還會學工，小小年紀就會做木匠活、能到工廠
車零件，個個心靈手巧，今天中國製造能名揚世
界，都和當年的教育分不開。
「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

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古人的
童年多讓人羨慕。而我們的童年呢？
不是被囚禁在書桌前學習，就是被手
機關在了遊戲當中。一株30公分長的
稻穗兒，能開出二三百朵小花，稻花
飄香的時節，走進原野，全都是白色
稻花。聞著稻花香，聽聽蛙聲蟬鳴，回味書中所讀
的「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才會真切
感受到詩中的意境。真正的學習，不僅在書本上，
課堂上，更是在田野裏，山川間，江河上，風雨
中，在無邊的大自然裏，在親歷親自勞作的汗水
中。
我們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農耕文明，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絕對不是中華讀書郎的形象。我
們是神農的後代，要有嘗百草、濟蒼生的胸懷；我
們是大禹的傳承人，我們要有人定勝天的信念；我
們是愚公的子孫，我們要有挖山不止的決心：我們
是孔子的學生，要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智
慧；我們是徐霞客的接班人，要有用雙腳丈量祖國
山河的氣魄。
讀萬卷書，走萬里路，吃萬般苦，這才是中國新
一代讀書郎應有的形象。

洪明基 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