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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日前宣布暫緩原定於8月1日實
施的垃圾徵費政策，並會在下年中再向立
法會報告有關事項。推行垃圾徵費旨在減
低廢物量、促進市民實踐綠色生活，政策
的原意及方向符合大勢所趨，惟依照社會
目前情況而言，確實未有充足的條件支持

政策落實。計劃暫緩，是實事求是、切實回應社會的做
法。

香港社會對環保議題缺乏重視，從早前的垃圾徵費先行
先試計劃可見，儘管特區政府向市民免費派發指定垃圾
袋，但三無大廈及公私營住宅的使用率只有兩成至五成
多，情況未如理想。大部分市民對措施的接受程度有限，
許多人認為指定袋的收費過高，會增加家庭經濟負擔，部
分人甚至批評政策擾民。有商戶及物業管理公司亦表示，
政策會增加經營成本和工作量，長遠不利物管公司發展。
以上種種情況都顯示，香港在環保減廢方面確實存在很多
問題和挑戰。但歸根究底，社會環保減廢的根基十分薄
弱，市民缺乏「用者自付原則」的意識。

事實上，特區政府早於1998年就提出了《減少廢物綱要
計劃》，並制訂多種減少廢物量的方法，惟多年來未見顯
著的成效，十年減廢目標亦未能達成。雖然垃圾徵費政策
目前已叫停，但當局強調「初心不變」，未來會繼續加強
推廣減廢回收。

要推動環保政策有效落實，前提是必須提升大眾的環保
意識，明白減廢回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當局未來應加強
宣傳教育，引導市民建立正確的環保價值觀，而區議員作
為聯繫政府和社區的重要橋樑，亦應積極推廣環保教育，
發揮關鍵的紐帶作用，鼓勵市民參與回收行動。

要有效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政府還要加強社區的回收
配套，完善垃圾分類和回收系統，讓市民建立恒常的回收
習慣。目前，社區回收主要以「綠在區區」為主軸，但部
分回收點位置偏遠，營業時間短，對市民而言並不方便。
當局應擴大回收網絡，包括增加收集點、延長「綠在區
區」回收點的營業時間，並將覆蓋公共屋邨及大型私人屋
苑的廚餘回收設施、回收流動點增加。除此以外，當局亦
可進一步優化「綠綠賞」積分計劃，以更具吸引力的獎賞
作為誘因，鼓勵市民踏出回收第一步。

環保無疑是一個需要長期堅持和不懈努力的目標，當局
應多參考鄰近國家在推動減廢回收的經驗，並通過持續的
教育宣導和基礎設施投入，鼓勵社會各界攜手合作，讓減
廢成為社會共同的目標，才能在環保的發展道路上取得實
質進展。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家
鄉
市
集
再
接
再
厲
推
動
盛
事
鄉
情
更
濃

在萬眾期待熱烈慶祝新中國成立 75周年之際，全港 28個省級同鄉社團將於本周末

起一連 5天在維園舉辦第二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發揮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旗艦

效應，傳遞「愛國愛港愛家鄉」正能量，成為全國不同省市在香港展示各自特色文化

魅力的文化盛會，也是了解我們國家風土人情的文化窗口。各界市民屆時到市集嘗美

食買精品看表演，與各地人物親切互動，體會我們國家文化博大精深和人情鄉情，共

同推廣香港獨特的市集經濟，將能滿載而歸，盡興而回。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繼去年成功舉辦首屆同鄉社團家鄉市
集嘉年華後，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今年再
次聯合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廣西社
團總會、香港海南社團總會、香港浙江
省同鄉會聯合會，以及江蘇、山東等眾
多省級同鄉社團，於6月1日至5日在維
多利亞公園3至6號足球場及草地舉辦第
二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籌委會
昨日公布今年家鄉市集嘉年華活動有關
情況。

產品包羅萬有 精品琳瑯滿目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傳統節慶活動豐

富多元，名勝特產多不勝數，特色工藝
琳瑯滿目。今次家鄉市集新增了內蒙古
和新疆兩個自治區同鄉社團，更加體現
全國各地風土人情，當中不僅新設「中
華美食一條街」，超過20個熟食攤位，
而且帶來280多個特色文藝表演，舉辦內
蒙古和新疆2個少數民族地區專場演出，
更重磅推出非遺展示、展演專區，展示
260件非遺作品，如潮汕刺繡、東莞莞
香、小欖菊繡、天南椰雕、德化瓷器、
徐行草編、貴溪鏨銅雕刻等。市民樂在其
中，可以品嘗著名的淄博燒烤、青島啤酒
等地方美食，可以搜羅大量特色土特產和

工藝品，更可以觀賞平日難得一見的極具
特色的非遺節目表演，在一個市集裏就可
以親身接觸體會，感受祖國文化博大精
深，機會難得，不可錯過。

文化不僅是軟實力，也是新經濟。作
為全港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主題市集，今
次不同省市的文化盛會，全面展示各地
特色文化，以規模化、互動性有力帶動
本地消費氣氛，為香港經濟注入活力和
動力。事實上，市集經濟不僅提供豐富
多彩的商品和服務，也是一個社交平
台，促進人與人的交流溝通，從多個角
度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據籌委
會介紹，今次家鄉市集不僅攤位設置超
過220個，展銷貨品價值總額3,700多萬
港元，市民可以買到更多「平、靚、
正」產品，更好了解各地家鄉文化，而
且非遺傳承人會到現場與市民互動，市
民可與大師、工匠面對面交流，激發更
大消費意慾，以沉浸式文化交流進一步
釋放社會購買力。

領略故園風情 增強家國情懷
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需要加快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隨「愛國者治
港」貫徹落實，香港社會發展越來越

好，市民對愛國愛港社團推動香港與內
地融合交流，也有新的期望。同鄉社團
作為推動香港社會與內地不同省市積極
互動的重要平台，今次再接再厲舉辦大
型家鄉市集，充分體現同鄉社團在香港
由治及興進程中的優勢和作用。要匯聚
28個省、市、自治區的風土名物和文化
活動，當中涉及大量聯繫和組織工作，
是一項民生大工程。今次參與的同鄉社
團，群策群力、萬眾一心，以行動向香
港社會表達了投入香港發展、促進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良好祝願。參與今次市
集的許多義工鄉親們紛紛表示，要積極
為祖國和香港的交流發展多作貢獻，市
民屆時到場與不同同鄉社團義工鄉親多
交流接觸，領略故園風情，增強家國情
懷，為各同鄉社團打打氣，形成兩地互
動的生動圖像，市集人情味更加濃厚。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家鄉市集逐漸
成為香港盛事的品牌活動，推進香港市
民的文化自信自強，外國旅客更可充分
感受到香港中西文化合璧的多元特色和
獨有魅力。香港社會各界更好介紹家鄉
市集品牌活動，講好香港的市集故事，
加深市民對家鄉的認識和歸屬感，也能
與各國各地旅客共享難得的家鄉盛會。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有關賴清德「5·
20」講話時表示，賴清德的有關言論，態度
極為猖狂，性質極為惡劣，背棄民族大義、
背離民心大勢，是對一個中國原則赤裸裸的挑
釁，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破壞，如任其發
展，必將導致台海兵兇戰危，給台灣同胞帶來
深重禍害。的確，賴清德的言論充斥着強烈的
「兩國論」與「抗中」立場，不僅公然宣揚
「新兩國論」，還狂妄鼓吹「台灣是世界的台
灣」，企圖否定與取代「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的國際共識，更在宣揚「兩國論」基礎上進一
步搞「國際台獨」，就是要西方外部勢力「反
華挺獨」，介入台海事務，阻撓兩岸統一。不
過，賴清德的「台獨」伎倆不僅無法改變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法理依據與國際共
識，玩弄台灣問題「國際化」，「倚外謀獨」
根本是癡心妄想。

隻字不提「九二共識」
賴清德一方面妄稱台灣為「國家」，不僅

是對一個中國的公然挑釁，而且嚴重違背台
灣現行法律法規，是對台灣民主法治的公然
踐踏。眾所周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
岸同屬中華民族，台灣同胞的先民是來自祖

國大陸的。然而，賴清德無視這一歷史事
實，公然割裂兩岸歷史，宣揚台灣「400年
史」，將1624年視為「開啟台灣全球化的
開端」，要讓台灣「成為國際上令人尊敬的
偉大國家」，其要害不僅是建構「台獨新史
觀」，而且為「國際台獨」鋪路。

儘管台灣有一定經濟實力，尤其是芯片製
造在全球具有重要影響，但台灣只是中國的
一個地區，沒有國際法人資格，不能參加聯
合國所屬的具有國家主權性質的國際組織，
賴清德吹捧「台灣已走到世界舞台的中
心」，其目的就是要讓外部勢力介入台灣事
務，阻礙兩岸走向統一。

賴清德隻字不提「九二共識」，卻大談
兩岸和平與台海安全，強調「推動價值外
交」「跟全球民主國家肩並肩，形成和平
共同體」，又不斷宣揚「中國的軍事行動
以及灰色脅迫」，其實質就是追隨美日等
宣揚「中國威脅論」，共同對抗大陸，進
而強調要「積極落實『和平四大支柱行動
方案』，強化國防力量，建構經濟安
全」，充分暴露其「倚外謀獨」「以武謀
獨」的險惡居心。

賴清德有關台灣經濟產業發展的論述，也

充滿着「倚外謀獨」的算計。他完全迴避至
關重要的兩岸經貿合作議題，鼓吹「歡迎台
商回台投資」，「根留台灣」，還特別提出
「站在半導體晶片矽島的基礎上，將全力推
動台灣成為人工智慧之島」，還要讓台灣成
為「經濟日不落國」。

將台灣與西方陣營綑綁
賴清德除了強調持續推動加入CPTPP外，

還提出「會積極爭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跟
世界民主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深化
貿易夥伴關係」，其核心同樣是要淡化、弱
化兩岸經貿關係，推動兩岸經濟「脫鈎斷
鏈」，同時加強台灣與美西方經濟連接，將
台灣與西方陣營綑綁更緊。

無庸置疑，賴清德的演講暴露其頑固
「台獨工作者」的真面目，進一步建構以
「國際台獨」為核心的「台獨」新論述，
手段更陰險，危害更嚴重。台灣民眾必須
清醒認識賴清德等「台獨」勢力鋌而走險
帶來的巨大風險，要與大陸同胞共同努
力，全力遏制「台獨」活動空間，用強大
民意告誡「台獨」分子 ，「台獨」只能是
死路一條。

賴清德「倚外謀獨」癡心妄想
王建民 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倪 霞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總結先行先試經驗
務實推動環保減廢

位處香港東北、毗鄰港深邊
界的打鼓嶺區，其鄉事會籌劃
多年的香港首本鄉志——《打
鼓嶺鄉志》現已面世。在成書
之際，打鼓嶺也因身處「北部
都會區」核心地段，被賦予助

力香港發展新興產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
任，即將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筆者作為編委
會主任，深感從無到有之艱難，但更感欣慰的
是，《打鼓嶺鄉志》是想讓所有讀者都「知過
去，重明天」，以紀念前人之功業，展望更美
好的未來。

追本溯源建立社群認同
中國各地自古以來就有編志的傳統，清朝的

《新安縣志》就曾記錄了當時香港及深圳一帶
的各種風土人情。近年來香港社會也認同歷史
宣傳教育的重要性，2019年開始編纂的《香
港地方志》正是期望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教化
育人。在發揮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功能外，
更幫助香港人追本溯源，建立正確歷史觀、國
家觀，進一步培養國家、民族與社群的身份認
同。

而鄉志作為鄉村地區的歷史紀錄，對香港歷
史而言，則是一種更細微的補充。即便是在一

座城市內，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人口宗族、
社會文教、古蹟名勝、信仰風俗等都各不相
同，這些微小的差異造就了香港多元的文化色
彩。

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外國人多了解香港
的繁華景色，較少了解香港的鄉村。不少土生
土長的香港市民，也未有深入涉足鄉村，最多
是到大嶼山的大澳、梅窩遊玩，又或是在前往
福田、香園圍口岸的路上瞥見、掠過新田和打
鼓嶺的鄉貌，並無深入了解各處鄉村獨特的人
文底蘊與歷史沿革。例如香港很多鄉村地名，
往往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打鼓嶺名稱的由來，相傳是在清朝中晚期，
因打鼓嶺居民與深圳河北面黃貝嶺居民常發生
衝突，於是村民便在某處山嶺設置了一個大皮
鼓，緊急時便擊鼓召集區內群眾合力應對衝
突。以此作地名，名字起得形象動人。

幫助打造旅遊城市形象
隨着人口的流動遷移，鄉村文化的傳承，客

觀上正逐漸消逝。無法否認的是，因科技進步
與產業調整，鄉郊城市化是大勢所趨，不僅土
地的利用效率更高，居民的衣食住行也更加便
利，因此「北部都會區」對新界鄉郊的發展意
義重大，打鼓嶺居民都會全力支持。最近廣受

好評的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引起大眾對寨
城歷史的探究，即使寨城已經清拆，改建為九
龍寨城公園，但那裏的形象仍在文藝創作中活
靈活現，特區政府甚至希望能與劇組一起重置
拍攝場景作為旅遊點，反映其價值愈發得到重
視，為香港增添一份特色文化底蘊。逐漸沒落
的鄉村歷史與文化同樣如此，只要有心挖掘，
相信一定能盡展其長、大放光彩。

無論未來城市如何變化，香港鄉村的歷史與
文化傳承都應得到妥善保存，這需要特區政府
大力支持。此前，康文署提出擴建香港歷史博
物館，特區政府可考慮在博物館展覽中加入本
港的鄉村特色文化元素，包括介紹鄉村的起源
變化，以及介紹圍頭和客家之分別等。事實
上，內地多個省市已經有「方志館」收藏、保
護珍貴的地方文化資源，而海外如美國也有組
織，收錄不同城市、鄉村地區，大大小小、形
形色色高達15,000多家的博物館，這些博物
館記錄和紀念了當地的風俗文化乃至重大歷史
事件，香港在這方面仍待加強。

鄉村歷史不僅有助於香港人了解、認識過往
更細微的歷史及文化根源，成為香港與祖國命
運緊密相連的重要補充，還可宣傳香港的賣點
與特色，幫助香港打造一個更多元、豐富的旅
遊城市形象。

陳月明 立法會議員 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 貴州省政協常委

發掘鄉村特色 增添香港文化底蘊

網上近日流傳片段，有中學生於上課期
間擾亂課堂秩序，之後有人播放國歌，在
場鬧事學生此時仍踢枱、站上椅子，更有
學生在場大笑。

國旗、國徽及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
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17

年9月1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並於同年將
《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為香港奏唱國歌、保
護國歌以及推廣國歌訂定清晰條文。條例除了為市民大眾
在奏唱國歌時提供禮儀指引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正確理
解國歌背後的精神要義。因此，要確保國歌能正確使用，
在適當的場合奏唱，維護國歌的神聖與莊嚴，就要活用法
律，令市民明白尊重國歌的意識和情懷，增強其國民身份
認同。

事實上，弘揚愛國主義教育精神，厚植家國情懷，一直
都是學校教育的重中之重。學生於課堂期間不當使用國
歌，涉及侮辱國歌的行為。涉事學生缺乏對國歌應有的尊
重、缺乏對國歌的應有禮儀，沒有建立對國歌的應有觀
念。上述反面教材正好說明，讓學生正確認識國歌的歷史
和精神、學習尊重國歌、維護國歌尊嚴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是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愛國主義教育
法》的實施對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自覺維護國家統
一和民族團結、凝聚社會發展力量具重大意義，也是學校
推動國民國情教育的引路明燈。學習尊重國歌、維護國歌
尊嚴，是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與愛國愛港及「一國兩
制」方針一樣，都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工作。

隨着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需要，教育局已把國旗、國
徽、區旗及區徽納入中小學課程中，當中包括學習國旗及
國徽的歷史及精神、區旗及區徽的象徵意義、國旗及區旗
升掛及使用的規範，以及在升旗儀式中須遵守的禮儀。近
年，局方亦積極作為，從基礎教育着手，於2021年為幼稚
園提供津貼，協助購買國旗及旗杆，以便舉行升國旗儀
式。透過參與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讓幼兒有效認識香港
特區與國家的根脈相連，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培育民族
感情。因此，除了大中小學外，近年有不少幼稚園成立升
旗隊，讓幼兒身體力行，實踐愛國愛港的精神，從小立志
成為良好守法的公民。

國歌是民族精神的載體，當學生尊重國旗、國徽，意識
到須以尊重嚴肅的態度奏唱國歌，提升國家觀念和愛國意
識，便能厚植愛國情懷，踐行良好的價值觀，有效防範他
們受「港獨」歌曲及「港獨」思潮誤導、荼毒。《義勇軍
進行曲》的旋律激昂振奮，展現了國家飽受苦難而自強不
息的強大毅力和決心。學生的確需要正確認識中國歷史，
以正面價值觀看待國家崛起的艱辛過程，這樣才能達至知
情意行，讓愛國愛港成為立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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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歌神聖莊嚴
學生要深刻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