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傭倘獲居港權
須多建327間小學

橫琴市政BT項目
SD-1隧道提前貫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道) 港珠
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施工區域如何保護好白海豚備受
關注。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
陳加林一行日前親往珠澳口岸人工島施工現場調研，詳
細了解工程對白海豚生存環境的影響等情況。港珠澳大
橋相關參建單位表示，在施工工程中採取舉措，減少海
水混濁污染，並編制印發《中華白海豚保護管理手
冊》，以保護白海豚。
每年4月至8月是白海豚的繁殖高峰期，加之港珠澳大

橋工程穿越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其中
穿越「核心區」約9公里，白海豚保護工作不容忽視。
格力人工島公司等港珠澳大橋參建單位稱，高度重視白
海豚保護，在疏浚、拋石、吹填等施工過程中，採取有
效舉措，減少海水混濁污染，以避免環境條件惡化等導
致白海豚攝食和生存困難。

發現白海豚活動即停工 船舶繞行
港珠澳大橋參建單位編制印發了《中華白海豚保護管

理手冊》，明確船長為白海豚保護直接責任人，每船設
立白海豚觀察員要求每天5次進行海面500米範疇內目測
觀察並做好觀察記錄，發現白海豚活動，立即停止施
工，船舶繞行。
工作人員都需持證上崗，當前已有100多名工作人員

取得上崗資格。這種證件必須通過海豚保護知識培訓才
可獲得。據悉，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
理局先後3次組織專家對現場施工管理人員進行白海豚
專業知識培訓。此外，港珠澳大橋參建單位對現場施工
船舶嚴格把關，防治船舶油污洩漏，「安檢」合格方能
進入施工地。統計顯示，自開工以來，施工單位累計收
集施工船舶含油污水6.3噸，生活垃圾24.3噸。

外傭爭取居港權所惹爭

議不斷，港人關心上訴對

香港社會福利等多方面帶來程度不一的衝

擊，有礙社會穩定。有教育工作者坦

言，倘外傭取得居港權，特區政府就要

動用額外525億元，興建多165座公屋，

並要多花621億元，興建多327所小學，

並令目前工作繁重的香港教育工作者倍

添壓力，故呼籲香港社會

各界密切關注是案的發展。

李副總理在致辭中表示：「很高興來到生機盎然的港大校園，同大家一
起慶祝港大百年華誕。百年港大，文明積澱，薪火傳遞，成就了今天的輝
煌，造就了眾多的人才，這使我想起2,000多年前中國哲人的一句名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意義深刻，揭示了教育的規律。」

尊師重教的眼光廣闊深邃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是春秋時代管仲給齊桓公謀劃的百年

大計，原文見於《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
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句話可以看出來，教育對國家的重要，也
可以看出來人才培養是何等的不容易。一批樹木栽種不好，十年後尚能再
改過，一代人才培養不好，荒廢的將是國家的千秋大計。世界上一切文明
持久昌盛的國家莫不重視教育。一國GDP之漲幅，並不關係到一國國運，
中國晚清GDP雄踞世界第一，鴉片戰爭一起，國運就陷入衰疲。可見社會
之發展，國家之進步，未來之命運，關鍵在於能否有好的教育。李副總理
借港大百年慶典，強調教育的規律是「百年樹人」，顯示他尊師重教的眼
光相當廣闊深邃。
李副總理說，在一個世紀風雨歷程中，香港大學先後培養了13萬多名畢

業生，輸送了大量胸懷大志、品學兼優、獻身科學、服務社會的優秀人
才，他們為香港繁榮和祖國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
發揮了積極作用。
的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國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崛起的根本前

提。世界一流大學是尖端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創造發明
的重要源泉。李克強副總理表示，現在的香港大學，已躋身國際高等學府
前列，這是香港的光榮，也是國家的驕傲。這充分顯示出國家領導人對於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視。事實上，內地已經共同圍繞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體制的核心開展工作，盡快建成一些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為中華
民族的全面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礎。

做青年工作時就十分重視教育
李副總理又指青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公，必須要㠥力培養，令他們成為

有志有為有擔當的人，為香港及祖國作出貢獻。事實上，青年興則國家
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國家的未來。長期以來，中央
高層一直從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戰略高度重視青年和青年工作，在
多個場合，利用多種形式，寄語當代青年，對當代中國青年的健康成長和
發展寄予了殷切期望。
用香港的話來說，李克強本身就是一位資深青年工作者，而且他做青年

工作的時候就十分重視教育。1977年李克強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大學法
律系，1982年他被北大評為當年的27位優秀畢業生之一，並留校擔任了北
大團委書記。擔任團委書記後，李克強將北大的共青團工作搞得有聲有
色，非常活躍。
1985年，年僅30歲的李克強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90年3月，李克

強作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考察組，

來到安徽省金寨縣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選
址。兩個月後，全國第一所「希望工程」在安徽金
寨誕生，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很快，
「希望工程」已經成為中國20世紀90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
富影響和享有崇高聲譽的民間社會公益事業。「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
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強親自督辦的，在他後來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
記任內，是「希望工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管理水準全面提高的時
期。
1993年，38歲的李克強出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

作為青年工作的領導人，李克強使團中央充滿朝氣蓬勃和青春活力，團中
央推動青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倡導社會新風尚、追趕時代潮流的力量，
發揮了重要作用。　

勉勵香港學子立足香港志存高遠
李副總理指出，新形勢下，香港的繁榮與祖國的建設，需要千千萬萬掌

握現代知識技能、熟知國情區情、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需要加強內地和
香港教育交流。從明年開始，中央政府將設立專項資金，每年支持1,000名
港大學生和老師去內地學習、考察、開展科研。國家也將支持香港其他高
校與內地高校合作，促進內地和香港教育科技事業共同發展。我認為，增
進香港大學生對祖國的認識，促進內地和香港兩地學生間的交流及增進友
誼，對香港大學生具有重要意義。
面對港大全場青年學子，李副總理殷殷勉勵：希望同學們立足香港、志

存高遠、勤奮學習、不辱使命，為香港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關注和了解祖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
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用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豐富自己，積極參與國際交
流與合作。—這是國家對香港青年學生的殷切希望。一代偉人孫中山先
生是港大學長，他振興中華的精神永遠激勵㠥後人，香港青年學生定會繼
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投身到振興中華的偉業之中。

李克強副總理訪問香港有三大主題，一是體察民情，關注民生；二是挺港惠港，振興

經貿；三是尊師重教，寄望青年。他昨日參加港大百年慶典並且發表致辭，就彰顯尊師

重教精神和對香港青年的殷切期望。李副總理強調教育的規律是「百年樹人」，顯示他

尊師重教的眼光相當廣闊深邃。李克強勉勵香港學子立足香港，志存高遠，在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這是國家對香港青年學生的殷切希望。

龍子明李克強港大百年慶典致辭彰顯尊師重教精神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教聯研討會論外傭居港衝擊
一批教育工作者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於昨

日舉辦研討會，探討外傭問題對香港造成的衝
擊。主講嘉賓之一、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

會副會長何景安在會上表示，雖然現在不宜對
案件多加評論，但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勢必
對香港福利、教育、醫療及房屋開支形成壓
力，成為香港一大負擔，故認為他們有必要反
映教育工作者的憂慮。

對教育體系構成重大壓力
他坦言，外傭一旦取得居港權，除了令特區

政府及香港社會負擔大筆不必要的開支外，教
育工作者亦擔心，對教師人手上的培訓及需
要，整個教育體系構成重大壓力，而倘再有其

他族裔人士因是案而取得居港權，在香港就
學，就會對教師工作構成挑戰及重大壓力，
「現時的南亞裔學生，學習中文及融和社會仍有
困難」。
在研討會上，各主講嘉賓亦批評是案所引發

的爭議，已經嚴重損害了港人僱主與外傭一直
以來的和諧的僱傭關係，將雙方推向對立的境
地，加上外傭在獲得居港權後，有機會因最低
工資等法律問題而轉工，勢令港人聘用外傭的
成本大大上升，並對香港基層打工仔就業構成
沉重壓力，故是次司法覆核案不單對港人無
益，更可能對外傭有害。

中學校長不點名批「幕後黑手」

前金文泰中學校長黃景添就不點名批評被指
為是案「幕後黑手」的公民黨，指倘外傭取得
居港權，除了對民生及政府財政有負面影響，
更有可能「鼓勵」個別政黨繼續找理由，去作
出這類「有違正義」的舉措。
有台下參加者亦質疑指，有關法例及制度可

能因應當時的情況而訂，但目前有關法例會否
不適合及過時，故當局應正視有關法例是否有
需要修正，以免是案打開了漏洞的大門，令將
來有其他人可利用這漏洞。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在總結時
亦擔心，香港有部分人別有用心地挑起社會矛
盾，希望港人應該珍惜與外傭現時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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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殿晶、張廣珍 珠海報道) 國家層面日前已
批覆同意橫琴新區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優惠政策，橫琴再次
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18日，橫琴新區市政基礎設施BT項目(以下
簡稱「橫琴市政BT項目」)SD-1隧道中導洞順利貫通，整個工程取
得重要節點的勝利。橫琴新區統籌發展委副主任康洪稱，此舉將掀
起橫琴市政基礎建設的新高潮，為橫琴新區後續開發創造良好的基
礎設施條件。

投資估算總額約126億元
橫琴市政BT項目是一項城市中心區域綜合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是

廣東省重點工程之一。由中國中冶委託中國二十冶集團公司以BT的
建設模式承擔市政道路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建設，項目投資估算總額
約為126億元(人民幣，下同)，主要建設內容包括市政道路及管網項
目、海堤及環境工程項目兩部分，2010年3月28日正式啟動，建設
期為3年。
其中，橫琴市政BT項目SD-1隧道位於橫琴島主幹道環島西路南

段，長約580米，為雙向四車道的連拱隧道，設計時速60km/h，單
洞行車道寬度為8.25米，工程造價約1.12億元，2011年3月29日正式
啟動施工，8月18日實現提前貫通。該項目負責人表示，此隧道的
提前貫通為隧道工程下一步施工爭取了時間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二十冶集團公司的副總經濟師王占東表示，當前橫琴市政BT

項目整體運行情況良好。截至目前珠海中冶投資公司共完成項目投
資約22億元。現場施工方面，示範段道路工程完成軟基處理60%以
上，已經開始人行地道等地下構築物施工；非示範段工程徵地拆
遷、管線搬遷等施工準備工作基本完成，現場施工已全面鋪開。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主持香
港大學百周年慶典期間，10多

名聲稱是香港大學學生及校友帶同標語及橫
額，企圖步行至港大陸佑堂示威，場面混亂。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有示威者事實上
並非港大學生，而是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反
映這批示威者聲言要表達「公義的訴求」，但實
際上其身不正，誠信全無。

突在梁銶琚樓後樓梯發難
10多名聲稱為香港大學學生及校友者，昨日

帶同標語及橫額圖步行至
港大陸佑堂示威，聲言不
滿校方閉門慶祝校慶，情
緒一度激動。期間，一名
「港大學生」突然在梁銶琚
樓後樓梯「破門而出」，衝
過了在場維持秩序的警方
的防線，隨即被20名警員
阻止，有人聲言被推撞。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

在百周年慶祝典禮後立即
趕到港大的民主牆，接收該批「港大學生」遞
交的請願信，並願意即場聽取訴求，強調香港
大學擁有百年歷史，現在亦不再是「香港的大
學」，而是「中國的大學」；香港的年輕人都是
將來的國家領袖，故邀請李克強主禮是恰當的
安排。
不過，該批「港大學生」並未罷休，聲言是

次百周年慶典所邀請的嘉賓「側重地產商」。徐
立之解釋，港大是次邀請出席典禮嘉賓的準
則，主要是視乎有關人士是否了解大學及支持
大學發展，及來自社會及港大的「大家庭」。

徐立之：自由安全同樣重要
該批人隨即「投訴」，他們在示威期間被推

跌，徐立之坦言，他之前並沒有接獲這消息，
又強調他一定會照顧學生安全，學校亦不想見
到學生受傷，但重申自由與安全同樣重要，並
承諾今後會繼續與學生溝通，聽取社會及學生
聲音，並呼籲學生繼續在自由開放談論的大學
發表意見。
雖然該批示威者聲言是「港大學生及校友」，

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其中一名示威者鄧建
文並非港大學生，而是香港嶺南大學的學生。
「混水摸魚」的他被記者揭發其身份後支吾以
對，聲稱自己是為了支援港大學生，但沒有解
釋自己何以「冒認」港大學生，就匆匆離開現
場。
另外，就是次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香港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表示，警方一向非常尊重市
民的言論及示威自由，但警方亦有責任制定及
執行保安行動，以確保政要安全，期間並無政
治考慮，又強調說「若保安工作令市民不便」，
懇請諒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混水摸魚

示威者扮港大生 圖突圍遭警阻截

■教育工作者
擔憂外傭一旦
取得居港權，
將令香港教師
百上加斤。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橫琴新區黨
委書記劉佳(中)
與幾位領導出
席隧道中導洞
貫通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廣珍 攝

■徐立之接收
學生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責任編輯：謝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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