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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局勢變動頻繁，中美關係緊

張、俄烏衝突及中東局勢動盪等因素，更

彰顯出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國兩制』特殊

價值與優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美芬近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是高度自由的經

濟體及國際金融中心，但同時對於抵抗金

融風險的能力較弱，尤其是在美國朝令夕

改的打壓下，必須及早制定防禦方案，在

發揮「兩制」最大優勢的同時，居安思

危，守護國家「南大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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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香港基本法頒布至今
已經歷了35年不平凡歷程，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基本法運
作的法律學者，梁美芬對基本法有着更深刻的認識。她
表示，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清楚界定
了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語言制度等方面與
內地的差異。香港和澳門，透過和平的方式回歸祖國，
並於基本法的保障下維持繁榮穩定，這種模式全球獨
有，是中國對世界和平作出制度創新的重大貢獻，展現
了中國在主權問題上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爭
議。

助增國際法領域話語權
「基本法的實施，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優勢，
讓香港與內地能互相學習、互補不足。」梁美芬表示，
內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廣泛參考了香港自由經濟、低
稅政策及自由港的成功經驗，推動土地使用權制度改
革，並於憲法中正式保障人權和私有財產權，實現了社
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效融合。近年來，內地更積極吸
收普通法及國際法律制度精髓，提升了國際法領域的話
語權。
她介紹，自香港回歸後，約98%的基本法案件都由特
區法院根據普通法傳統審理，展現了香港法律制度的獨
特性和成熟度。然而，當涉及重大國家利益及公共利益
時，如1999年的吳嘉玲案，2004年的政改問題，2005年
特首剩餘任期，2016年宣誓風波涉及立法會議員對國家
的忠誠，2022年在重大國家安全案件中是否容許當事人
聘請外國律師等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中國憲法第
六十七條、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權力進行釋法，成
為穩定香港社會及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保障。
她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重大國家利益及公眾利益
的問題上為香港基本法的解釋作出定海神針之用，凸顯
了基本法有着普通法及中國法結晶的靈活性與強大生命
力。
基本法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法律體現，35年來與
「一國兩制」一同成長，成為香港法治的磐石，並助力
國家在全球發揮更大影響力。
不過，梁美芬強調「一國兩制」的歷史任務尚未完
成，國家還有兩岸統一的問題有待解決，希望台灣同胞
在看到香港的成功後，可以敞開心扉，進一步了解「一
國兩制」的好，以至當其他國家在遇到一些歷史遺留下
來的主權爭議時，亦不妨參考中國獨創的「一國兩制」
制度，去妥善解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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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5周年。面對現時
中美貿易戰風起雲湧，梁美芬表示，國

家在國際舞台上堅持多邊貿易、支持世界和
平，並透過法律力量站穩道德高地，協助弱勢
國家與群體，彰顯大國擔當。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這時候更加要發揮在新時代實踐「一國兩
制」的顯著制度優勢，為國家在國際舞台建設
話語權作出貢獻，提供香港方案。「有危就有
機，現在世界各地人人自危，港澳更應像不倒
翁般保持自身競爭力，繼續堅持『一國兩
制』，堅持走自己的路。」
梁美芬指出，過去總有一些反中亂港勢力，
企圖通過抹黑、攻擊，分散香港市民的注意
力，來抹黑及打壓「一國兩制」。因此，香港
必須始終堅持低稅制、自由經濟等核心優勢，
當各國各地區政策搖擺不定時，香港更應該保

持定力，專注自身發展路徑，反而能強化吸引
力。

基本法賦予經濟優勢
她直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極自
由的經濟體，現時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比較
弱，必須及早提出防禦方案。在這方面，香港
必須背靠祖國龐大的實力，一起抵禦經濟的無
定向風，特別是在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
制度對接上，香港必須更加積極主動，手牽手
與大灣區各大城市併船出海，互補長短。
「若能善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及

基本法賦予的經濟制度優勢，香港定能在當前
動盪的全球經濟環境中，開拓出新的發展空
間，亦在經貿制度上為『一帶一路』，東盟各
國以至一些都被美國無理打壓的國家，提供一

個投資及金融創造的機遇空間。」梁美芬說。

四招保「兩制」優勢 發揮「一國」作用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提到香港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及應該加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
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法的普及教育，為此，
梁美芬在人大會議上提出四項建議，包括：建
議成立《大灣區知識產權評估中心》、建議
「構建港澳研發＋灣區轉化科創生態」、建議
制定《大灣區數據流通管理條例》、建議推動
香港成為跨境破產規則銜接試點，核心就是強
調香港應積極推動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對接
與規則銜接，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拆牆鬆綁，
既要保持「兩制」的優勢，同時要發揮「一
國」的作用。

鍾妮恩在 2012 年就
透過輔警大學生計劃
成為一名輔警，如今
亦是一名特殊教育學
校的老師。無論是當
輔警還是教師，她守
護市民、保護學生的
心從沒變過。在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她分享了擔任輔

警時幫助一位走失的SEN學生回家的故事；作為老
師，她會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國家科技發展故事。這
些都是在向市民和學生心中埋下愛港、愛國的種子。
2021年5月5日晚上9點許，鍾妮恩在八鄉的巡邏

車上當值，突然聽到電台報告，有個少年在荃錦公路
近軍營處赤腳行來行去，很危險，她當刻就隨正規警
察同事去尋人。
「當時公路上車速很快，天色又黑，他看起來很

累，也不能夠用言語來表達自己，身上也沒有任何證
明文件。」鍾妮恩憶述當時的緊急情況仍心有餘悸，
但同時她也觀察到這位少年的與眾不同，隱約感到有
些熟悉。
「那時我們先帶他回了警署，給他水、餅乾，給他

穿上鞋子。」鍾妮恩愈發懷疑這位少年是自己曾經的
學生，雖不能馬上確認，但她還是嘗試透過學校找到
家長資料，結果證實是其學生，並找到學生的父親，
「做老師時都要有耐心，這些工作技巧可以應用在輔
警工作中，更可以幫助曾經的學生，很有意義。」
在學校裏，鍾妮恩會依照特區政府教育局的課程指

引，在課堂上融入國安教育的元素，增加學生對不同
國家安全範疇的認識。她任教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時，
會講述國家科技發展，還會在課堂上用無人機模擬送
外賣，讓學生拿取「從天而降」的食物，從而讓學生
更直觀感受祖國科技的迅速發展。
在講述中國的科技成就的同時，她還會向學生講述

中國科學家的故事，如「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故

事：錢學森放棄了在外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回到當
時「一無資源、二無設備、三無實物模型可參考的中
國」，懷着一顆愛國心，建設了中國航天事業。她希
望令學生感受到，「現在的盛世，正是祖父輩們一代
代的努力所得來，我們更加要珍惜。」

斥黑暴道德扭曲 荼毒學子思維
以教師和輔警的雙重身份守護香港、守護下一代，

辛苦但值得。鍾妮恩回想起2019年香港經歷的修例
風波，教育界深受其害，她眼見有老師下載「獨歌」
帶學生唱，更有其他中學的老師帶學生參與所謂「示
威」，「那些黑衣人破壞地鐵，做了違法的事，還覺
得自己很公義，整個道德是扭曲的，荼毒學生的思
維。」
鍾妮恩直言，從事輔警工作讓她對國家安全有更深

入的了解，「國家安全不單防範外部的威脅，還涉及
社會的穩定和民眾的安全，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因此，她常向學生說：「有國才有家。」有穩定的
社會，巿民才能安居樂業，而這需要社會上每個人共
同努力。

課堂外尋回走失SEN生 課堂內撒愛國愛港種子

●鍾妮恩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 攝

有一顆維護正義、
服務社會的心，醫學
教授也可以成為輔
警。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
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
教授楊偉國用了約6個
月的時間出班，在
2023年3月正式成為輔
警，平時駐守中區。

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學校中很多同事
知道他做輔警，也給予不少支持和鼓勵，他也希望能
以自身經歷，吸引更多大學職員、學生加入輔警。

楊偉國實現輔警夢實屬無心插柳。他與警務人員交
流在學校推廣輔警大學生計劃，原本是為學生了解如
何成為輔警的資訊，沒想到碰巧達成了自己懲惡揚
善，除暴安良的願望。
楊偉國實現輔警夢也是命中注定。他從小到大已熱

衷於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讀書時加入了童軍，長
大後雖然不再做童軍，但還是想做些事情服務社
會。」在他看來，輔警與其他社會服務，如民安隊、
救傷隊等有點不同，輔警可以配合正規同事執法，特
別在修例風波期間，他更認識到警察對維護社會安定
的重要性。
當時，楊偉國想力所能及地幫助、支持警察，「我

能做的，就是成為其中一分子。」當社會治安受到威

脅時，大學這個所謂「象牙塔」也容易成為攻擊對
象，網絡上曾有人聲言要到大學的醫學實驗室或化學
實驗室，拿一些很危險的化學品，網傳甚至有人想闖
入實驗室盜取實驗用的細菌、病毒周圍傳播，得知消
息學校立即宣布要封鎖醫學院。

社會需求多元 輔警渴求專才
一直到香港國安法實施，社會終於穩定下來。如今

社會復常，社會亦回歸理性。楊偉國說，見到有更多
人加入輔警行列，大家愈發認識到警察是做實事、執
法公正、不偏不倚，他希望以自身經驗吸引更多大學
職員、學生，特別是吸引更多專才加入輔警，「社會
不同層面都會需要警隊去做事情，如網絡上的很多罪
案，有輔警同事會被邀請去網罪科幫忙查案，社會對
警隊的需求會多元化，輔警隊伍需要不同的專才。」

大學教授做輔警 盼吸教職員入行

從「港漂」教師成為
新港人的吳陸寧，成
為永久居民後速速實
現了警察夢。他通過
輔警的層層考核並接
受 7 個月訓練，在
2023年正式成為一名
隸屬九龍城分區的輔
警。吳陸寧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說，當上輔警，是希望回饋社
會帶給他的溫暖，也希望透過自己的多重身
份，向學生傳授更鮮活的國安知識。
2023年10月，輔警吳陸寧上崗，「當值首日
覺得自己真酷，時刻提醒自己要站得筆直。」數
個月過後，「新鮮感」漸漸被「責任感」取代，「穿
上這身制服，輔警在普通市民眼中就與警察沒
有兩樣，所以大家肩上的責任也是一樣的，目
的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他憶述曾幫助一名走失的小朋友，「當時小
朋友找不到家很害怕，一直哭，我就告訴小朋
友，我是一名老師，讓孩子產生信任，然後用
『在哪個學校讀書？』、『喜歡什麼課外活
動？』等問題，讓孩子願意與我溝通後，再進
一步了解其走失原因，最後亦順利幫助孩子找
到了家人。」
正義與責任並不只存在於大案件中，從工作
的小細節中也能發揮。吳陸寧說，警察的工作
貼近大眾，有時要幫助走丟的小朋友找到家，
也要幫助市民尋找走失的「小毛孩」，貓貓狗
狗不僅僅是寵物，也是市民的家人。
他希望從細節、從小事做起，認真對待每一個
案件，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警察，他也定下目
標，每周至少「報更」一次，希望盡快熟悉工
作，能獨當一面。他也在不斷溫習急救知識，若
遇到緊急事故，能夠第一時間提供幫助。

悟國安是全港市民共同責任
輔警也是守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分
子。為期7個月的輔警受訓中，讓吳陸寧印象
深刻的是國家安全專業培訓，「國家安全不單
單是警隊的工作，也是全港市民的共同責
任。」
身為老師，同時也是輔警，他深感責任在肩、

使命光榮。他在日常生活中會向學生宣傳愛國守
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知識，還帶領少年警訊等制
服團體參與各類活動，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更帶領學生到內地參觀關於「三趟快車」等景
點，讓學生體會到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以及兩
地民眾血濃於水的情誼。

「港漂」輾轉圓警察夢：
冀回饋社會給我的溫暖

●吳陸寧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 攝

●楊偉國 香港文匯報
記者北山彥攝

●一批輔警正在上課學習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梁美芬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必須更加積極主動，手牽手與粵港澳大灣區
各大城市併船出海，互補長短。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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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香港安全需要守護。香港警察守護市民的安全，香港輔警

也是紀律部隊中有力的組成部分。他們當中有人是輔警，也是教師，在

守護香港的同時，更身體力行向學生傳遞懲惡揚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價

值觀。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位擁有教師和輔警雙重身份的人士，他們表

示，修例風波中社會不安定對校園的衝擊，讓他們更立志要守護學生、

守護香港，輔警工作讓他們成為維護香港治安的一員，過程中的體悟更

成為他們向學生傳授國安知識的養料，滋養着學生的愛國情和國家安全

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既執教鞭也陀槍 守護學生更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