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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承和弘揚愛國
主義精神，確保愛國
主義教育法得以貫徹
落實，特區政府近日
宣布成立愛國主義教
育工作小組，以促進

及協調特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推動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在不同層面，
以全方位、多元化方式，制定國家歷史
文化和國情教育方針，回應過往有關活
動主題及內容欠缺統一規劃的「短
板」。此舉體現特區政府對傳承與弘揚
愛國主義教育的高度重視，有利加強香
港市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成就的認同感
和民族自豪感。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與弘揚中華文
化辦公室的工作能產生協同效應。今年
6月香港將首次舉辦「中華文化節」，
活動包括戲曲、演藝精品、獲國家藝術
基金資助的本地優秀作品，還有電影、
展覽、講座、藝人談、大師班等活動，
同步亦有過百項線上節目，包括「穿越
紫禁城」系列網上展覽及康文署「寓樂
頻道」。此外，香港電台亦會與內地廣
播媒體合作，聯合製作中華文化節目和
播映內地節目，向全球推廣香港「背靠
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傳承弘
揚中華文化深刻意義的民胞物與、立己
達人、家國一體的精神智慧，講好活化
中華文化的好故事。

學校是愛國教育培訓基地
學校是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培育基

地。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豐富，包含國家
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象徵標誌等
多方面。要做好傳承和弘揚工作，我們
教育界既要守正，亦要創新，還要內化
於心、外化於行，方能走進學童的生活
當中。為加強學童的文化自信、民族自
豪感，學校理應把愛國主義教育結合中
華文化學習，如傳統思想、歷史故事、

藝術和文學作品等，促進學生對正確價
值觀的理解和認同，身體力行在生活中
實踐。

教育同仁要充分利用國家偉大發展的
各方面成就，以事例和情理感動人心，
向學生們說好愛國愛港的故事。就例如
去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首次赴港
交流互動：多位航天員及航天相關領域
專家與本港中小學生進行真情對話、為
在香港科學館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揭
幕、與創科研高等教育界面談交流等，
都充分體現了國家重視香港青年的未來
發展。老師們可剪輯獲邀人士近距離面
對面接觸航天員的真情對話，讓學生們
深刻學習「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
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
精神，築起追星逐夢的志向。

厚植愛國情懷意識
此外，教師的質素對推動愛國主義教

育的成效亦關係明顯。透過歷史文化、
藝術、科技、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教師培
訓，以理服人，加深教師對愛國主義教
育的認識，了解如何透過豐富的資源，
優化學與教，並啟發學生對中國歷史、
文化、成就、外交等興趣。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讓教師把行萬里路與培訓學習
相互結合，方能得其門而入；透過有系
統地到內地研學考察，實地參觀博物
館，與考古學家切身交流，從而深入認
識國家地理、歷史、發展和成就，以利
愛國主義教育深化，提高教學效能。

愛國教育要先從小學堅實地打造起
來，堅持為國育才作根本目標，以立德
樹人為根本任務，讓學童耳濡目染，從
小建立正確價值觀，厚植愛國情懷和意
識。展望未來，社會各界定要攜手努
力，用適合香港的方式推行愛國教育，
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方方面面，
共同孕育學童關愛祖國之情，為香港培
養愛國愛港的下一代。

林淑操 湖北省青聯委員 教聯會理事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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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八號升空，顯示出我國在航天器設計、發射技術和航

天員培訓等方面又取得進一步成果。過去香港多家大學均有涉

獵航天科技的研究，更多次參與國家航天實驗項目，第四批航

天員更首次招募了港澳地區人士參與遴選。特區政府應該向本

港青年學子好好展視國家航天成就，推動「登月夢」的活動，

吸引青年追尋航天夢，並且為國家培育創新科技人才，貢獻航

天和人類發展。

黃錦輝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今次執行任務的航天員，將會進行多項太空
實驗，包括微重力基礎物理、空間材料科學、
空間生命科學、航天醫學、航天技術等領域，
開展90餘項實/試驗，當中包括植物和水中生物
的培育。是次神舟十八號將實施國內首次在軌
水生生態研究項目，包括飼養斑馬魚培育金魚
藻，在軌建立穩定運行的空間自循環水生生態
系統，實現我國在太空培養脊椎動物的突破。
此外亦會實施國際上首次植物莖尖幹細胞功能
在軌研究，研究植物進化對重力的適應情況，
為後續定向設計適應太空環境的空間作物提供
理論支撐。

港人飛上太空將成事實
香港是世界唯一一個擁有五間百強大學的城

市，科研實力不容置疑。事實上，香港多家大
學均有涉獵航天科技的研究，更多次參與國家
航天實驗項目。例如香港中文大學與私營企業
合作參與空間科學實驗項目，利用空間站為產
業尋找解決方案，以及進行產品研發。又例如
香港理工大學與商業夥伴合作，為航天飛行和
太空探索研發使用多肽的新一代生物數據存儲
技術。

在多次的國家航天科技任務中，我們都可以
看到本港大學參與的足跡。例如理大參與嫦娥
五號任務，成功協助國家在月球上取回2公斤土
壤樣本，又在天問一號任務中協助進行地形測
量和評估。其後亦有研發火星相機，以監察着
陸和火星環境。另外，天舟六號飛船搭載中大
大豆根瘤菌、神舟十六號飛船搭載隴黃大豆兩
項農業研究；科大亦參與了分析嫦娥一號所收
集微波數據，協助探索月球再生能源。項目眾

多，不能在此一一枚舉。
祖國航天成就斐然，加上香港科研實力獲得

國家青睞，對於願意抬頭仰望星空一展拳腳的
香港年輕人來說，等於展開了一望無垠遼闊任
我闖蕩前景。過去，香港青年即使有天際夢，
也沒有發揮的機會，但如今可以參與國家航天
事業，境況完全逆轉。

多辦展覽展示輝煌歷程
除了科研工作，國家第四批航天員的選拔

中，首次招募了港澳地區人士參與遴選，工作
已基本完成，一想到可能有香港人當上航天
員，衝出地球，奔向宇宙，相信不少青年人都
會心頭火熱。

特區政府應該為青年學子好好展視國家航天
事業的成就，讓更多家長和學生認知當中的機
遇。特區政府應該與教育界、創科界合作，好
好把握機會，廣泛科普中國航天科技。現時科
學館正在舉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既展示國
家航天事業的輝煌歷程，亦展示工程方面的成
就和未來的發展。參觀者可以觀看國家借出的
航天員艙內的航天服、神舟飛船返回艙，還有
空間站模型，長征二號F、長征七號、長征五號
B運載火箭等模型。除了舉行短期的展覽，特區
政府更應在太空館闢出長期展區。

前天的新聞發布會最值得留意的，是國家已
經為登月任務訂定目標，預備在2030年實現中
國人登陸月球。登陸月球涉及多方面的創科技
術要求，我們可以推動「登月夢」的活動，讓
更多青年知道香港人也有參與登月任務的機
會，吸引香港的青年追尋航天夢，並且為國家
培育創新科技人才，貢獻航天和人類發展。

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都宣布，由今
年起每年舉辦「香港時裝設計周」，將
活動打造成亞洲時裝設計盛事，讓香港
時裝設計品牌享譽亞洲以至國際。香港
紡織業既在全球供應鏈佔據領先地位，
也在亞洲時裝設計和貿易方面處於核心

地位。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正在深刻變化，活動
正好成為香港把握機遇、加快鞏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
心地位的重大契機，加快建設自身成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進一步成為亞洲的國際時尚樞紐，為
內地、日韓、東南亞等地，提供展示東方時尚文化的
窗口，向世界展示亞洲傳統工藝、設計、品牌、文
化、哲學和創造力。

香港在過去經歷不同經濟轉型期，紡織及製衣業均
在轉變中抓住機遇。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結構性轉
變，國家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香
港作為「超級聯繫人」應更好地利用自身國際化優
勢，聯通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更好發揮「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牽頭加強行業在亞洲區內的
區域性合作聯動，打造並強化香港作為亞洲國際時尚
樞紐的定位，並擔當起展示東方時尚文化的重要窗
口，以業界力量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東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不同
時期匯聚不同的潮流與創意，被譽為亞洲「時尚之
都」。由1960年代為外國品牌代工生產，1970、1980
年代孕育出本地品牌，到1990年代青年時裝設計師輩
出，千禧年後國家開放港澳「個人遊」，吸引了更多
國際品牌來港。

因地制宜升級轉型不停步
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過去香港經歷不同經濟轉

型期，香港人總能在轉變中抓住機遇，開創新局面。
現時，業內大部分生產線雖已遷出香港，但香港仍是
亞洲時裝採購樞紐及供應鏈管理中心，在全球供應鏈
佔據領先地位。

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線上致辭指出，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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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球經濟正在結構性轉變，香港需要繼續
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升級轉型，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更主動對接國家重要戰略，拓展更多交流合作
的領域。

國家順應時代發展大勢，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藉「引進來，走出去」推動實現經濟融合、發展聯
動。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獲賦予「超級聯繫人」角
色，應進一步善用自身國際化的優勢，連結內地和世
界各地，特別是亞洲文化圈國家及地區，更好地聯通
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加快內外貿一體化，全面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
以上海為例，作為國內大循環中心節點，擁有龐大

的市場規模和消費能力；東盟則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
體，緊隨中國和日本，市場潛力巨大。香港應積極尋
找多方合作機會，包括主動出擊將對內地龐大市場感
興趣的高質量海外企業「引進來」，同時亦要推動內
地企業和港企攜手「併船出海」，更要運用好香港自
身優勢，以國際水平的專業服務，助力中國產品向中
國品牌轉變，高水平「走出去」，讓區內品牌一起高
質量發展，鼓勵更多亞洲品牌在國際舞台發展。

香港紡織業既在全球供應鏈佔據領先地位，也在亞
洲時裝設計和貿易方面處於核心地位。行業的深厚歷
史底蘊和發展基礎，可助力加快香港建設成國家「十
四五」規劃下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進一
步成為亞洲的國際時尚樞紐，為內地、日韓、東南亞
等地，提供展示東方時尚文化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亞
洲傳統工藝、設計、品牌、文化、哲學和創造力。

構建紡織製衣完整穩定供應鏈
以意大利為例，作為歐洲時尚文化窗口之一，意大

利透過時裝傳承傳統工藝，帶動當地產業鏈發展，並
以時裝周作為媒介推廣至全球。然而香港大部分生產
線已遷至境外，難以獨力構建出完整的產業鏈，但筆
者也相信，沒有一個亞洲城市能獨力構建出完整的產
業鏈。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正在深刻變化，正是
香港把握機遇、加快鞏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地位的
重大契機。

政府新設的「引進辦」要着力把紡織及製衣業的龍
頭企業「引進來」，吸引他們將上游研發設計、供應
鏈管理中心及區域總部落戶香港，從而促進產業鏈內
其他企業在香港開拓業務，形成產業群，讓香港更有
能力貢獻國家，以至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升級轉
型。

另一方面，國家多次強調，以實際行動深化產業鏈
供應鏈國際合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也指出，國
際合作區域化的態勢將更趨明顯。香港作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擅長東西文化兼容並蓄，擁有廣
泛國際脈絡，要進一步打造香港成為亞洲的國際時尚
樞紐，需要與亞洲區內不同國家及地區合作。

自去年起，筆者和業界人士和持份者分別到內地、
歐洲等地交流考察，包括上海時裝周、米蘭時裝周等
盛事，推動區域合作。期望特區政府更積極與各地政
府溝通，與更多商業機構通力合作，以「香港時裝設
計周」為催化劑，發揮好香港自身國際化優勢，夥同
區域內持份者構建更完整、更穩定的供應鏈，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作用。

總而言之，香港只要繼續抓緊發展潮流的機遇，把
「香港時裝設計周」打造成為區域內的合作平台和窗
口，海納百川，定能互利共贏共揚帆。

藉時裝設計周突出時尚東方魅力
陳祖恒 立法會議員 經民聯秘書長

愛國教育要與時俱進立德樹人

沙田源禾路日前有
兩位工友在沙井工作
時 吸 入 不 明 氣 體 身
亡。根據渠務署的渠
務操作指引，每項工
程施工時，除了施工

的工作人員外，必須要有6名人士負責
安全，其中4人須全時間在場，包括指
定合資格人士、該施工的負責人、候命
人員及地盤監管人員；承建商的代表簽
發工作許可證後，工人才可以開始作
業；承建商同時須委任獨立檢查人員，
每更最少檢查三次。可是，建造業一直
以來是實行外判制度，把責任也一併外
判的情況時有發生。從種種跡象顯示，
今次意外明顯反映出大判、二判沒有做
好上述監管工作。特區政府未來除了要
提高工人的安全水平和「向危險說不」
外，亦要追究在每宗工業意外中，沒有
做好監管工作的人員的刑事責任，以儆
效尤，並從源頭出發，制定一份合理而
到位的工作守則，確保前線工人在密閉
空間工作的安全。

本宗工業意外是一宗典型的外判制度
下，因「責任外判」而導致的工業意
外。18年前，肇事地點發生同類型致命
工業意外，到近日歷史又再重演。

沙井工作須嚴遵守則
渠務署在意外發生後解釋，該工程不

需要工人進入沙井亦可辦妥。至於工人
為何最後要冒險進入，原因有待進一步
調查。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
規例》（第59AE），進入密閉空間工作
的人員，除必須是勞工處認可的「核准
工人」外，承判商亦要委任「密閉空間
合資格人士」在工程前對該場地進行工
作環境評估，確保場地沒有具危害性的
氣體、蒸氣、塵埃或煙氣存在或有貧氧
情況。承判商亦要為工作人員提供足夠
而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認可呼吸
器具、俗稱「懶人鐘」的密閉空間警報
器、氣體檢測儀等）。工程如牽涉沙
井，或沙井附近的工程，並與沙井內進
行的工作有關連，就算不入沙井內進行
施工，亦要做足上述所提及的安全措
施。另外，依照法例要求，東主或承建

商須制訂和實施緊急應變程序，以處理
任何嚴重和迫切的危險。

今次意外，署方及主承辦商的監督人
員在哪？是不是有人為了「賺到盡」，
連監管的成本都節省掉？

建造業一直以來實施外判制度。每項
工程由主承建商（大判）承包整體工程
項目，之後以不同工種，將工程分判到
不同的二判。二判投得項目後，又將工
程項目再分判到俗稱「三沙」、「四
沙」等分判商。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
條例》所規定，主承建商有責任承擔整
項工程項目的安全，包括提供安全制
度、作業環境、資料、指示、監督、訓
練、防護裝備等，但未有明確二判、三
判分判商的責任。今次意外明顯地反映
出，工地監管工作欠奉。如監管到位，
意外是不會發生的。

筆者幾年前出席一個職業安全研討
會時，聽到一位嘉賓語重心長地說：
「一宗致命的工業意外，不單是奪取
一位工友性命，更會帶來三代人的悲
痛！老來喪子、中年喪偶、少年喪
父，簡直是人間慘劇！」僱主為了賺
錢，而犧牲一位，甚至多位工友的性
命，值得嗎？

職安條例須嚴格執行
西九龍圓方在七個月前發生一宗駭人

聽聞的密閉空間慘劇，兩位工人在管道
工作時吸入不明氣體喪生，大判、二判
負責人仍在還押。七個月後的今天，建
造業界仍未汲取沉痛的教訓，導致另一
宗密閉空間的慘劇發生。無良僱主仍然
漠視特區政府去年四月所修訂的《職業
安全健康條例》，不斷忽視工人的安
全。

學者霍華德‧傅利曼所著的《人命如
何定價》提出一個疑問：「人命的價值
由誰決定，如何決定？」他的答案是：
「只有掌握知識並保持警覺，才能確保
所有生命得到公平對待和充分保護」。
特區政府未來除了提高工人的安全水平
和「向危險說不」外，亦要追究在每宗
工業意外中，沒有做好監管工作的人員
的刑事責任，以儆效尤，並從源頭出
發，制定一份合理而到位的工作守則，
確保前線工人在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密閉空間意外頻生
責任外判絕不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