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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佔中」行動逾兩個月，香港社會慘被嚴重
撕裂。消息指，為化解目前市民「非我即敵」的情緒，凝聚社會團結，特
區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將會提出連串推動和諧社區的工作。消息人
士透露，未來計劃舉辦多場大型的文化、康樂及體育活動，鼓勵市民踴躍
參與，讓市民以輕鬆的心情享受各項活動。
此外，當局更會加強義工服務規模，構思中，加強「銀髮義工」服務
隊，吸引長者積極參與義工服務。以開拓長者的「潛在」能量，讓他們
用另一種方式繼續服務社會，達到「老而不廢」的目標。更重要的是，
當局還計劃將長者義工與青年義工連結一起，讓長、青義工一同參與一
些義務工作，使大家在參與的過程中，能夠互相分享人生經驗、對社會
的看法等，令年輕一代對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使年輕人更加投入及愛
護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佔中」行
動策劃者刻意曲解「一國兩制」精神，誤
導年輕人參與「佔中」行動，又透過學校
向年輕人「植入」錯誤訊息。據悉，當局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將會加強國民教育
工作，以提高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讓
年輕人能夠清楚及正確認識基本法條文，
不致被「有心人」錯誤引導。

糾正反對派歪理「洗腦」
消息人士指出，從兩年前的「國教事
件」到今次的「佔中」行動，均顯示香港
年輕一代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與實際
情況出現很大的偏差。而推行多年的通識
科目，竟然被反對派利用，成為其宣傳
「歪理」的平台。加上，過去一年多以
來，「佔中三丑」更濫用學者的身份，在
校園向學生宣揚其「公民抗命」等歪理，

不斷向學生進行「洗腦」教育，再經過逾
兩個月的「佔領」行動，這種錯誤的訊
息，已經在很多學生腦海「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三丑」、雙學（學聯、學民
思潮）及反對派議員，聲稱將會以「遍地
開花」方式，繼續進行「佔中」理念宣傳
工作，形勢嚴峻。

必修科研中史取代通識
消息人士表示，有見及此，特區政府
將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如何加強
國民教育和國民身份認同的工作。初步
構思，會先從改革實施多年的通識科目
入手，不排除取消把通識科為必修科的
規定，加入中國歷史科目，讓年輕人更
好地認識國家歷史，加強對國家的歸屬
感。此外，香港回歸17年，香港年輕人
對當年討論基本法的歷史背景、過程、

前因後果等，認識不深，必須加強對基
本法的認識，以免年輕人受「有人心」
刻意歪曲利用。

消息人士指出，今次「佔領」行動能夠
吸引一批年輕人參與，經過分析後，

發覺當中很多參與者都是對現時的社會狀
況感到不滿，於是利用「另類」的方式，
表達不滿情緒。有見及此，近日特區政府
各部門已經開動「部門機器」，尋求解決
「後佔中」問題的「藥方」。消息人士透
露，即將在明年1月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
告，內容將以年輕人為主調，從不同的角
度回應年輕人的訴求。由於涉及年輕人的
範圍廣泛，工作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當局
可能構思成立一個高層次的「青年事務委
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負責統籌
有關工作。
消息人士續說，明白到經過一年多的
「佔中」宣傳期，及逾兩個月的「佔領

期」，香港社會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再
不能以舊的一套思考方式，處理目前的政
治問題。但除了形而上學的理念外，仍然
需要回應其實質的訴求。

開拓新產業助「向上流動」
其中，年輕人「向上流動」是一個很重

要的課題。消息人士表示，「Y」世代的年
輕人，具創意、有個人的想法，同時，亦
不喜歡規條式的生活模式，舊有行業未必
能夠滿足到年輕人。反之，隨着資訊科技
發展，其千變萬化的特質，極之吸引年輕
一代。所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將會
集中探究，如何協助年輕一代開拓科技領
域，將創意、科技、生活等結合起來，成
為香港的新產業，令不再完全依賴舊有的

金融服務業。

積極尋土地解決置業難題
另外，年輕人置業面臨困難已是人所共

知，消息人士指出，長策會早前提出未來
10年供應47萬伙公私營房屋的目標，其中
公營房屋佔六成。若要達到這個供應目
標，當局未來10年每年需要興建約20萬個
公屋單位和約8萬個居屋單位。按照房委
會逐年延展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在
2014/15年度至2018/19年度的5年期內，
建議興建合共約77,100個新公屋單位。其
中，45%新建公屋單位將位於市區；35%
位於擴展市區；20%則位於新界。現時當
局正積極尋找合適的用地，滿足年輕人置
業的訴求。

施政報告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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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回應年輕一代「打開向上流動之路」的訴
求，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如何鼓勵年輕人創業，開拓自己的新天地，將
會是特區政府的重要任務。消息人士透露，當局認為，汲取過去經驗，單
純地要求年輕人加入傳統市場，未必能夠激起他們的興趣。面對「Y」世代
(青少年族群)的來臨，很多事物均與「高科技」拉上關係，有見及此，當局
正構思將資訊科技結合創意產業，使其發展成一股新的產業，為年輕人開
拓多一條向上流動的渠道。

啜「電子奶咀」族群創意無限
消息人士指出，當局明白到香港當今年輕人的創意無限，極具「生意」

的潛力，若能夠妥善運用他們的創意，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就以
亞洲的韓國為例，資訊科技新興產業成績傲視整個亞洲。
同時，踏入「Y」世代，年輕人都是啜「電子奶咀」長大，資訊科技已經

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見及此，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應該將兩者結
合，開闢一個新興的市場，希望能夠為年輕人打通向上流動的渠道，目前
有關部門正研究詳細的策略。
該名消息人士坦言，推動資訊科技新興產業，「土地」及硬件配套等設

備不是主要的元素，「目前資訊網絡系統已經相當發達，很多原始材料、
技術等，都已經放在雲端系統上，種類繁多，可以隨時按照市場的改變，
立即作出調整，開業成本亦不用太高昂。很多時數名年輕人聚在一起，在
任何一個角落租一間房，就可以開業」，反之，最重要就是「人才」及
「創意」。「香港大學最多學生報讀的科目，主要集中在工商系，但美國
矽谷區的大學，學生爭相入讀的反而是科技、工程學科，當地年輕人更視
科技界紅人為偶像，香港與外國的情況相當不同。」

政府將加速培育高科技市場
該消息人士續說，由於創意科技屬於新模式，毋須以「新思維」處理。

其實，科技非高深的產物，身邊每一個角落都有科技的影子，只要政府發
揮好帶頭作用，例如，加快步伐推動各部門的「E」科技系統，甚至，日後
在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內，全部採用高科技系統，盡量「擴大」市場，自然
地便會帶動整個社會。創意科技的行業，便會壯大成長，毋須刻意栽培。
但由於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更屬於長遠規劃，須投入很大的魄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旺角「佔領區」順利清障，違法「佔領」行動接近尾聲，香

港即將踏入「後佔中」階段。消息人士指，當局認為，今次「佔領」行動所凸顯的青年問題不容忽

視，當中涉及年輕人向上流動、房屋、教育、國家與身份認同等範疇，若處理不當的話，有關問題將會是

一個「計時炸彈」。消息人士透露，在特區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將會以解決青年問題為主調，從不同的

角度回應年輕人的訴求。由於涉及的範圍廣泛，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當局可能構思成立一個高層次的「青年

事務委員會」，並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負責統籌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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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訪東區與青年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到訪東區，參
觀協青社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與區內青年和學生交流。
林鄭月娥先與東區區議員會面，了解

他們對區內事務和發展的意見，包括交
通及運輸、政制發展、青年及教育、房
屋及社區規劃等議題，之後聽取建築
署、規劃署等部門介紹興建東區文化廣
場的進度。
她又到訪協青社位於西灣河的綜合服務

大樓，與中心內的青年人傾談，了解他們
透過就業服務計劃重投職場的經歷。
隨後，林鄭月娥參觀了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柴灣分校的設施，並與師生交流，了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就業前景；又與優秀青
年嘉許計劃和青年網絡青藤計劃的成員交
流，聽取他們關心的事宜。

■香港青
少年創意
無限，在
各類科技
大賽中屢
獲佳績。

■在梁振英即將推出的施
政報告中，將有多項舉措
扶助香港年輕一代。

■港府將致力彌合「佔中」造成的社會裂痕。圖為昨夜
在旺角示威者與警員對峙。 彭子文 攝

■林鄭月娥昨日走訪東區與青年人交流。

■新施政報告將推出多項舉措，推動年輕
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其中包括以中史取
代通識列必修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