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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滴」匯大海 聚力共建香江
270中高級公務員研習中國近代史 加強認識百載奮鬥歷程

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香港特區政府

公務員學院推出全新的「建國75周年：邁向

新時代」系列─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習課程，

以提升公務員對國家百年奮鬥史的認識，探

索香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角

色與貢獻。來自特區政府40多個決策局、部

門，共約270名中高級公務員參與課程。其

中3位已完成第一單元研習課程學習的公務

員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學

習近代史對做好本職工作大有幫助，有公務

員將自己的工作比喻為匯入大海的「小水

滴」，希望透過不斷學習擔當好「小水滴」的角

色，相信全港公務員貢獻的「小

水滴」凝聚起來，便是建設更美

好香港的強大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習課程作為「建國75周年：邁
向新時代」系列的重點培訓項目，共設五個單

元，由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主講，以晚清至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重要歷史事件為切入點，剖析中
國近代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的百年奮鬥與蛻變。
其中第一單元的研習課程「概述—中華民族曾經在最
危險的時候」，講述了中華民族曲折跌宕的奮鬥史。
該系列的培訓項目主題還涵蓋國家外交事務、國家安
全及國家創新科技等。

與內地朋友有更多共同話題
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蔡敏君分享道，老師在研習
課程中用問答遊戲、歌曲和影片的形式將課堂變得
生動有趣，「透過課程，我了解到即使在接近崩潰
的邊緣，我們仍然能夠全新崛起，這讓我對國家有
了全新的認識。」
蔡敏君表示，現時她的地區工作中，有很多機會

與內地交流，學習和了解近代史及其相關的一些故
事，可以讓她與內地朋友有更多共同話題，幫助更
好建立關係、開展合作。「相信對國家更多的認
知，也可以幫助我更好講好香港故事、講好中國故
事。」

有利規劃優化未來公民科考察路線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公民與社會發展）江紹

卓分享時表示，自己目前的工作是推動高中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的課程落實，深入認識國家近代史對他
開展工作很有助益，「我們的高中學生需要參加一
次內地考察，此次研習課程提供了許多參考資料和
歷史發展的重要地點，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規劃和
優化未來的考察路線」。
他表示，自己亦會借鑒研習課程中老師使用的互

動性教學策略、推薦的相關書籍和資源等，將其運
用到自己未來的工作中。

感受先輩為新中國成立付出努力
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律師陳曉思表示，老師用淺

顯易懂的方式引導大家深入思考，讓她「忍不住想
要自己去找一些資料，想了解更多歷史和故事」。
她提到課程中令她印象深刻的兩個片段，一是播放
了一部關於國歌來源的影片，「從小學開始，我們
都知道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卻沒有深入了解
其背後的故事。這部影片讓我們知道當時抗日救國
的青年是在一個怎樣危急的時刻創作了這首歌，這

些創作背景使我們對國歌的含義有了更深的理
解。」
她還提到課堂上播放的另一首改編的網絡歌曲，

歌詞「當我們仰望同一個星空時，腳下的土地已經
改變」配合歷史畫面，讓她深深感受到先輩們為新
中國成立付出的努力，「雖然他們未能親眼目睹如
今新中國的美好景象，但正是因為他們的奮鬥，我
們今天才得以享受這樣的生活。」陳曉思說到此不
禁動容，眼角紅潤：「我非常感動，希望能將這份
民族使命傳承給下一代。」
身為法律援助律師，陳曉思在工作中亦會處理一

些與內地新移民有關的個案，她認為近代史的研習
對她的前線工作很有幫助，除促進與市民溝通、拉
近彼此距離之外，了解新中國的發展歷史亦有利於
她了解學習內地法律法規，為未來工作奠定了基
礎。
對於接下來幾個單元的課程，3位公務員均表示，

對第二單元有關剖析香港獨特角色和貢獻的內容最
為期待，希望能有更多同事參加，特別是來自不同
職級和年輕的公務員，更希望未來能有加強版的研
習課程，以便有興趣的學員能更深入了解相關知
識。

公務員學院院長郭蔭庶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對國情的
理解不僅是知識層面，更是情感層面
的認同。公務員學院近日推出「中國
近代史專題研習課程」，是基於公務
員學院「心態培訓」的理念，這也是
國情培訓的一部分，用提問、探究的
方式講述近代中國的艱辛歷程，勉勵
公務員積極承擔使命。後續會根據學
員反饋，對課程作出適當調整，並把
其設為長期課程，作為對公務員入職
培訓課程的補充。
郭蔭庶表示，在「愛國者治港」的

原則下，對公務員群體的培訓除知識
和技巧外，還應從文化、價值觀、服
務理念、使命感等方面加強公務員的
國民身份認同。
他提到，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香

港公務員群體在歷史方面，尤其是近
代史的教育還不足，因此這個課程通
過講述近代中國的艱辛歷程，歷史上
在這片土地上真實發生的事，促使他
們更深入地理解歷史與國家之間的關
聯，提升對國家百年奮鬥史的認識，
勉勵公務員面對現實，積極承擔使
命，為香港和國家更好貢獻力量。

探索港在中華民族復興貢獻
在課程設計方面，他介紹，課程以
重要的歷史事件為切入點，針對香港
公務員的受教育習慣，用提問、探究
的形式，配合視頻、人物故事、歷史
故事等，吸引研習者一起探索香港在
中華民族復興歷程中的角色與貢獻。
例如課程的第二單元「你真的懂香港
嗎？從五個歷史片段說起」，用發問
的形式吸引研習者自發探究。
他還提到，這個課程醞釀了許久，

最終選擇在國慶節前夕推出，作為系
列課程的頭炮，未來會成為一個長期
課程，作為公務員入職培訓的補充。
被問及未來對公務員通過研習如何
更好貢獻力量有什麼期待，郭蔭庶直
言，全港超過17萬的公務員，並不苛
求每個人都能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
不過，他相信，只要每一個公務員
在各自平凡的崗位上完成每一件看似
普通的任務，就能匯聚成推動社會前
行的磅礴力量。

3位參與研習課程的公務員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分享了自己對於國情教育的見解。他
們認為，可以通過人工智能（AI）等新技術，提供
更具趣味性的學習方式，亦可通過改編流行歌曲
等方法，將國情和歷史教育融入其中。
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蔡敏君表示，隨着新媒體
的發展，學習歷史的途徑變得多樣，電影、歌曲
等都是有效的學習工具，未來希望在社區層面推
動利用人工智能，為年輕人提供趣味性強的歷史

學習方式，目前已計劃11月底在區內舉辦慶祝國
慶的活動，透過「AI+運動」的方式提高年輕人對
國家的認識。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公民與社會發展）江紹

卓表示，教育局近期推薦了包括AI在內的多種
教學資源，以增強國情教育的效果。例如有製作
一個與抗戰有關的AI對話程序，讓學生能夠通
過與抗戰老兵的虛擬對話來了解歷史，感受當年
的經歷。

此外，組織學生參加重要的歷史考察，如鴉片
戰爭的重要歷史地址等，讓他們親身感受歷史現
場，也是增強學生對近代史認識的有效途徑。
法律援助署陳曉思律師鼓勵使用大家熟悉的歌

曲進行宣傳，增加與年輕人的共鳴。
她指出，歌曲對人的影響和觸動很大，例如本

次研習課程中，老師將一首改編自網紅歌曲《錯
位時空》的五四特別版，加入相關的歷史素材和
畫面，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教育素材。她認為這樣
的改編能夠引起年輕人的興趣，使他們更容易理
解其中的含義。

學員：可用AI改歌學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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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即將迎來國慶黃金周假期，香

港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表示，國

慶黃金周七天假期，香港推出多項優

惠並有煙花等活動，相信具吸引力，

估計約120萬人次內地遊客入境，按年

增長近兩成；但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改

變，未來要推出更多特色深度遊吸

客。的確，因應遊客旅遊興趣、消費

模式轉變，本港旅遊業亦要與時俱

進，求變求新，善用本港豐富旅遊資

源，重新包裝、賦予時代特色，創造

更多旅遊新潮產品，刺激遊客消費，

為香港遊顯著增值。

內地旅遊消費主體迭代變遷，「95

後」「00後」的年輕旅客群體，不少有

強烈興趣體驗地道文化特色，還會參考

小紅書、微博等社交媒體的推介遊覽。

本港傳統節慶活動如大坑舞火龍、太平

清醮，食品如菠蘿包、魚蛋粉、形形色

色的酒樓點心，山頂纜車、電車、渡輪

等具本港特色的交通工具，以及經常在

香港電視節目出現的中環石板街、維港

海傍、尖沙咀鐘樓，都富含歷史文化底

蘊，受到內地遊客的追捧。

不過，本地特色旅遊景點及項目多年

來變化不大，新鮮感消減。例如太平山

頂，一向給遊客的印象是觀賞維多利亞

港的地方，對愛好動態活動的青年遊客

而言吸引力不斷下滑，反而從山頂前往

歷史古蹟薄扶林水塘的的行山徑卻鮮有

推廣，不少遊客錯過了觀賞香港早期水

利系統建設，以及附近馬術訓練學校的

自然休閒風光。要推廣香港深度遊特色

遊，必須開拓新路線，並以新手法包裝，

推陳出新，引領新興旅遊、消費模式。

價廉物美的精緻紀念品，容易獲文青

遊客垂青。以往太平清醮平安包形狀的

枕頭、鑰匙扣深受旅客歡迎，就是成功

例子。外地有城市將地鐵路線命名為文

化探索、造訪景點專線，發售特色車

票，為遊客探索景點提供交通指引，與

景點發揮協同效應，突出當地人文風

貌。其實，本港宋皇臺站有常設的古物

展覽，附近更有近年因電影作品而名聲

大噪的九龍寨城公園，旅遊界可攜手港

鐵一同翻新車站布置和附近社區，增設

飲食推薦、購物指南，修整街道設計、

擴闊行人路，打造本港新興的旅遊地

標，將傳統區域提升為「打卡熱點」。

透過旅遊IP設計旅遊產品，以供給帶動

消費，就可以達至丁財兩旺。

2023年11月，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發布

《 國 內 旅 遊 提 升 計 劃 （2023—2025

年）》，提出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

世界級旅遊景區和度假區，打造一批文

化特色鮮明的國家級旅遊休閒城市和街

區。如何打造地方特色文化 IP、推動文

旅高質量發展，成為內地旅遊業界的重

要課題，香港也應認真研究，政府、旅

遊業界、工商界集思廣益、攜手合作，

投放更多資源，開發更多具本港特色、

受市場歡迎的旅遊文創產品，進一步實

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帶動香港旅遊

經濟打開新篇章。

開發文創產品 為香港遊增值
昨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國家勳章和國家

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發表重要講話。頒授活動向全

社會傳遞以英雄模範為榜樣的強烈信號，匯聚起共

襄強國盛舉的磅礴力量。在愛國愛港主流價值觀引

領下，香港也持續湧現大批平凡英雄，他們腳踏實

地做好本職工作，發光發熱，照亮他人，溫暖社

會，全港各界要弘揚、學習他們堅毅拚搏、無私奉

獻的精神，形成見賢思齊、崇尚英雄、爭做先鋒的

良好氛圍，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寫好

由治及興新篇章。

古往今來，發揮英雄模範的帶頭表率作用，是促

進形成良好社會風尚，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方

法。習近平主席指出，當前，我國正處於以中國式

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

期。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以英雄模範為榜樣，團結

奮進、砥礪前行，匯聚起共襄強國盛舉的磅礴力

量。

此次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獲得者，是千千

萬萬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傑出人士代

表，他們當中有矢志創新築牢國基的航天工程科學

家，有衝鋒在前、屢立戰功的戰鬥英雄，有踐行

「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的人民教師……他們的先

進事跡和突出貢獻光耀史冊，樹立起勵人心志、催

人奮進的光輝榜樣。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是國

家最高榮譽，輿論普遍認為，開展頒授活動，充分

發揮國家功勳榮譽表彰的精神引領、典型示範作

用，在全社會匯聚起見賢思齊、崇尚英雄、爭做先

鋒的強大正能量，國家更有凝聚力，民族更有認同

感，社會發展進步更有支撐力。

英雄的精神可追可及，英雄的事跡可學可做。

習近平主席強調，偉大時代呼喚英雄、造就英雄。

英雄輩出，黨和人民事業就會興旺發達、長盛不

衰。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關愛英雄模範，推動全

社會尊崇英雄、學習英雄、爭做英雄。

國家開啟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香港全面落

實「愛國者治港」，迎來邁向由治及興新階段。見

賢思齊、崇尚英雄、爭做先鋒，這也是香港奮進新

時代的必然要求，全港上下、廣大市民也要像英雄

模範一樣堅守奮鬥，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

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繼續發

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息、善拚敢贏的優

良傳統，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長期以來，香港各行各業從業者在平凡的崗位上

默默奉獻，書寫出一個個感人肺腑、激勵人心的英

雄故事。把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內化於心、外化於

行，就可以凝聚起全社會的正能量。沙士期間因救

治病人而殉職的謝婉雯醫生，逝世時年僅35歲，

獲追授金英勇勳章，她早在入讀大學之初，已在入

學手冊寫下「為社會和人民服務」的志願；修例風

波期間黑暴氾濫，香港警隊忠誠勇毅，心繫社會，

無懼風雨，捍衛香港法治、保障市民安全；新冠疫

情襲港，內地醫護與香港醫護並肩作戰，特區政府

和社會機構組成一支支義工團隊，全港眾志成城，

成功抗疫保民；中國香港代表隊健兒在奧運賽場發

揚自強不息、拚搏向上的獅子山精神，為港爭光。

這些香港英雄在不同領域不同平台全力以赴、做到

最好，推動香港和國家建設高質量發展，活出不平

凡的人生，成為社會楷模。

全港各界要以英雄為榜樣，對香港和國家的未來

充滿信心，無畏無懼去闖去拚，履行自己應盡責

任，完成必須完成的使命，成就東方之珠再創輝煌

新傳奇。

見賢思齊崇尚英雄 建設強國奉獻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