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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浙江政協委員聯誼會

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警方 依法清場

香港寧波同鄉會 香港甬港聯誼會
杭州旅港同鄉會 紹興旅港同鄉會
香港溫州同鄉會 湖州旅港同鄉會
香港舟山同鄉會 香港台州同鄉會
香港嘉興同鄉會 香港衢州同鄉聯誼會
香港浙江金華市同鄉聯誼會 香港麗水同鄉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蓮花頌》
系列活動媒體發佈會昨日在京舉行，
據悉，屆時將有四項文化活動依次展
開，包括《蓮花頌》天籟音樂會、
《愛蓮說》國學論壇、兩岸四地互聯
網金融論壇及書畫與藝術品鑒賞交流
會。其中以書畫鑒賞最受媒體關注，
發佈會現場亦有不少來自兩岸三地的
書畫作品登台。香港國際書法篆刻協
會會長吳任特意製作了愛蓮頌印章，
並創作愛蓮說書法作品參展，他表
示，「書、畫、篆刻是中國文化的精
華所在，傳統文化在港澳極受歡
迎。」
中國前副總理李嵐清曾提出要「保

衛漢字」，而吳任認為，對於漢字和
漢文化，香港是保存最為完整的地
方，「唯獨我們堅持使用繁體字，這
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他指
出，中國文化在香港根深蒂固，從幾
百年前流傳下來的書畫很受港人歡
迎。他表示，「香港是中西文化合璧
的地方，我們很好地保留了中國傳統
文化，澳門也是這樣。」

反對用所謂西方文化顛覆中國統一
對於「佔中」問題，吳任表示，堅決反對一

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用所謂的西方文化顛覆中
國統一，「實際上，中國文化在香港已經根深
蒂固，我們堅決支持香港、澳門在『一國兩
制』的政策下，在祖國懷抱中發展經濟。」
此次為了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吳任特意用

壽山芙蓉石篆刻了6cm×6cm的印章，並創作
了6屏大草作品《愛蓮說》，這兩件作品均將
亮相在元旦於澳門舉行的書畫與藝術品鑒賞交
流會上。「蓮花精神對於書法來說，即高雅不
俗、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這幅作品我亦是秉
着蓮花精神，力求展現中華文明的精髓。」

新聞發佈會昨於澳門科學館舉行，由香港文匯報董事
總經理歐陽曉晴主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秘書

長高屹，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澳門中聯辦辦
公廳副主任史學林，外交部駐澳公署政研室副主任紀志
遠，澳門基金會科教文化中心主任梁雅桃，澳門城市大學
校董曾志龍以及20多家媒體代表出席。

展出生前所用輪椅「南巡」夾克
今次大型展覽以圖文展覽及音像展播的形式，分為八大
部分，向澳門市民和海內外人士展現鄧小平這位世紀偉人
的光輝一生，展現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取
得的偉大成就，激發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而奮鬥。據主辦方透露，鄧小平家屬將作為特
別嘉賓出席活動開幕式。展覽還將首次展出鄧小平生前使
用過的輪椅，「南巡講話」時穿着的夾克等珍貴文物。
展覽同時還以「十五年十五人」為主題，通過15位澳
門本地攝影師的鏡頭，立體展現了澳門回歸15年來，在
發展經濟，改善社會民生、提高市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取
得的驕人成績。

王樹成：讓澳人了解「一國兩制」
王樹成在致辭中表示，本次活動得到了澳門各界的高度

重視和鼎力支持，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特區行政
長官崔世安、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不僅出任本次活動的

「榮譽主席」，還分別為活動發來賀詞。
他續說，在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舉辦此次大型展
覽，意義非凡。早前澳門特首崔世安在接受採訪時指出，
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將致力加強區情宣傳教育，加強市民尤
其是青少年對「一國」和「兩制」關係的認知和認同，從
而主動把國家發展和特區、個人的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
作為主辦方之一，他還表示，今次展覽不僅能為澳門各
界、全體市民紀念緬懷鄧小平先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良
機；而且能夠成為一次面向全澳的國情、區情宣傳教育平
台，讓更多的澳門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認識鄧小平、了解
「一國兩制」，從內心深處為回歸15年來翻天覆地的變
化感到驕傲、為身為澳門人感到自豪！

高屹：形象地展現鄧公卓越風範
高屹表示，在澳門舉辦這樣大規模的鄧小平專題展覽，尚

屬首次。展覽由《走出廣安》、《戎馬生涯》、《艱辛探索》、《非
常歲月》、《開創偉業》、《平民愫懷》和《情繫澳門》七個單
元組成。真實地反映了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
歷史時期的精神風貌和偉大貢獻，形象地展現了鄧小平獨特
的個人魅力和卓越風範，歷史地講述了鄧小平對澳門人民的
深深情意，同時也將展現澳門回歸15年來的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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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書法篆刻協會會長吳任於
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蓮花頌》系列
活動發佈會上發言。 朱燁 攝

鄧公圖片展21日臨濠江
圖文音像再現世紀偉人業績 中央文獻研究室文匯報等合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光輝歷

程——鄧小平生平業績暨『一國兩制』光耀濠江澳門回歸

15周年圖片展」將於12月21日至23日在澳門綜藝館隆重

舉行。展覽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香港文匯報、中共四川

省委宣傳部和廣安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屆時將以圖文和音像展現世紀偉人鄧小平的光輝一生，

展覽免費向市民開放，市民還有機會獲贈特製的紀念品。

■王樹成在致辭中表示，在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舉辦此
次大型展覽，意義非凡。 ■展覽組委會成員與聯合主辦機構代表、嘉賓合影。

青年網上創業 不諳登記報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本港商舖租金高昂，

近年越來越多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會選擇開設網上商
店，或透過拍賣網站和網上社交平台等，以較低成本的
渠道售賣貨品。不過，這類網上業務原來與實體店般，
同樣需要辦理商業登記。稅務局過去3年就發現有218
家網店未有辦理，佔稅局審視網店數目的6.69%，經稅
務局勸喻後已經補辦。

半年網購服務共37.9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回應保險界立法會

議員陳健波有關協助青年網上創業的質詢時表示，2012
年時所有15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前6個月內曾為個人
事務，使用網上購買的商品及服務的消費總額合共約為
37.9億港元。而在2013年另一統計調查顯示，透過電
腦網絡獲取訂單的機構單位，佔調查範圍內的工商業機
構的4.3%。
蘇錦樑表示，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的規定，除非獲得
豁免，所有在香港經營獨資或合夥業務的人士，不論業務
是以何種形式運作，均須在開始經營業務後1個月內辦理
商業登記。而若透過互聯網經營的業務是在香港進行，經
營該業務的人士須根據《商業登記條例》辦理商業登記。

他指，稅務局在2011/12年度至2013/14年度的3個年
度間，共審視3,258家網上商店的資料，當中有218家未
有辦理商業登記，但在稅務局勸喻後已補辦了商業登記。
稅務局稱會持續留意有關情況及進行執法工作，如有未辦
理商業登記的商戶不遵從稅務局的勸喻，或有商戶沒有依
時提交報稅表，稅務局會考慮依據法例提出起訴。

政府鼓勵年輕人開拓網上商機
蘇錦樑又提到，政府鼓勵和便利商界包括年輕人把握電

子商貿，開拓網上營銷業務，包括奠定完善的資訊及通訊
科技基礎設施、為網上營銷提供法律框架、《電子交易條
例》賦予電子紀錄及電子簽署跟紙張文件上的紀錄和簽署
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加強資訊保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在今年初亦推出了一個專為科技初創企業而設的綜合互
動網站iStartup@HK，供網店上載產品和公司資訊吸引投
資，並提供一系列全面和實用的資訊。
另外，本港不同機構亦有協助青年創業，例如香港青

年協會的「香港青年創業計劃」、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
司與銀行等推出的小型創業貸款，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
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和香港設計中心亦舉辦培育計
劃，以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與加拿大私隱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聯署公開信，促請應用程式
供應平台強制規定，若流動應用程式開發商要收集個人
資料，必須在用戶下載程式前提供私隱政策連結。
全球私隱執法機關網絡(GPEN)今年5月進行了一項抽

查，檢視流動應用程式私隱政策透明度，發現許多受歡
迎的流動應用程式，均要求查閱大量個人資料，卻未有
充分解釋會如何使用該些資料。參與的機關共抽查
1,211 款流動應用程式，發現當中85%未有清楚解釋會
如何收集、使用及披露用戶的個人資料。
機關昨日發出公開信，並向7個來自Google Play及蘋
果公司App Store的應用程式供應平台提出是項要求，本
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及加拿大私隱專員公署亦有聯署。

蔣任宏：程式供應平台助把關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表示，流動裝置非常普及，

已改變了商業運作及市民的生活。惟裝置往往載有大量
個人資料，包括生活上的個人私隱，手機儲存的私密資
料，包括相片、到訪過的地方、在電郵中表達的政見
等，都可能透過手機被傳送到互聯網，甚至在網上被長
期保留。他認為使用流動裝置時，私隱保障變得非常重
要，「應用程式供應平台若承諾，要求平台上的所有應
用程式及時向用戶提供有關查閱或收集個人資料的私隱
政策，便可發揮重要的把關角色。」
他補充，個人用戶在下載程式前獲取這些私隱資訊十分

重要，因這項安排可協助用戶在安裝該應用程式前，決定
是否願意由他人收集、使用及披露與其有關的個人資料。

手機App易洩私隱 公署倡增政策連結

俗語云：「食得健康不等於食得寡。」近年「綠色
生活」成為生活潮流。從事傳統印刷業的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會董彭楚夫亦緊貼潮流，近日夥拍好友合作
開設有機小食店，全力推廣有機蔬菜沙律及咖啡等食
物，為追求健康生活的港人提供多一個選擇。
彭楚夫向本報透露，為確保小食店食材的質素，

他們投資生產有機蔬菜工場，並在工廠大廈生產有
機蔬菜，「我有幸認識了一位來自日本的有機疏菜
專家，透過其專業技術，成功種植了多種有機疏
菜。今後大家可以一嚐不同菜種的特有『菜味』。
我更加希望的是，透過有機小食店，能夠在香港創
造出一個綠色生活的飲食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彭楚夫開店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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