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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容許排斥憲法否定國家主權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在紀念香港基

本法頒布25周年的座談會上表示，有三條需要特別提
出，這三條就是三個「不是」：落實香港基本法，不
是要給某些勢力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可以在香港為
所欲為；不是為了給某些勢力提供一個舞台，讓他們
有機會奪取香港管治權；不是讓某些人通過排斥憲法
來達到排斥國家主權、排斥中央管治權的目的。確立
一個觀念和目標，是指：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要有國家觀念和明確目標。這三個「不是」和
「一個觀念和目標」，如「金猴奮起千鈞棒 玉宇澄清
萬里埃」，戳穿和打破了有人欲借香港特殊地位和制

度，在香港為所欲為、千方百計奪取香港管治權、排
斥國家主權和中央管治權的種種圖謀。

香港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憲制的原點和最終基礎是中國憲法。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
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本港有人聲稱，憲法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沒有效力，並將香港基本法的依據訴諸中
英聯合聲明，認為香港基本法是這個國際條約的法律
化。這是企圖通過排斥憲法來達到排斥國家主權、排
斥中央管治權的目的。

理解和執行基本法要有國家觀念

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要有國家觀念。香
港基本法是中國的法律，在中國的領土上實施，怎麼
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必須也只能站在中國的立
場，必須要有國家觀念。如何將國家觀念貫穿於香港
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筆者認為，必須加強對香港青少
年學生的國情教育和香港基本法教育。

本港絕大部分青少年學生具有愛國愛港的情懷，認
同香港回歸國家，認同作為中國人的身份。但亦不可
否認，有少數香港青少年學生對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
特別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光輝歷程缺乏認識，香港
少數青年學生受殖民教育、受分裂國家思潮和「港
獨」謬論影響之深令人擔憂。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對
本港青少年學生的國情教育，大力推動中國歷史文化
和國情教育，恢復中史科的必修科地位。只有讓青少
年學生在認識歷史、了解歷史的基礎上，培養對國家
民族的認同感，才能令他們牢牢地把握與祖國相連的
發展命運，成為未來特區建設的棟樑之才。同時，也
要推行香港基本法啟蒙教育，讓青少年學生真正認識
「一國兩制」。

理解和執行基本法要有明確目標
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要有明確目標。貫

徹落實好香港基本法的總目標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實現這個
總目標，要靠香港基本法
提供的基礎和保障，更要
靠廣大香港居民同心協力，建設和發展香港。筆者認
為，在進入落實普選的關鍵時刻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25周年，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按照香港基本法落實香
港普選。

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
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2017年能否實現行政長官普
選，不只是香港民主發展，還關係到香港經濟社會發
展的前途。正如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所說：「如果
2017年能夠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政治爭拗減少，具有
更廣泛民意基礎和更高認受性的行政長官，將可能帶
領管治團隊把精力、資源更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同時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處理2020年立
法會普選的問題。如果普選方案被否決，香港民主發
展的步伐將停滯，政治爭拗將加劇，香港社會發展將
受影響。」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也希望依法如期落實
普選。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理應順應大勢，
尊重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確保2017年實實在在
把選票送到幾百萬選民手中，圓香港人一個普選夢。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今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紀念日。本人有幸曾擔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委員，為制訂香港基本法提出過一些拙見。香港基本法自頒布以來，實現了香港的順利回

歸，成功落實了「一國兩制」，有力地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日前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

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上，中央有關官員的講話，有力澄清了三個「不是」和清晰明確

了一個觀念和目標，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寶貴經驗總結，對香港今後深入貫徹基本

法意義深遠，更有助香港社會嚴格按照基本法落實普選，推動民主發展，集中精力促進香港

各項發展蒸蒸日上，令東方之珠永保光芒。

■蔡德河

貫徹落實基本法須維護國家主權尊重中央管治權
──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

Red Bull X-Fighters Jams國際級花式電單車表
演今日首次登陸香港。4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花
式電單車手，將會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飛越21米闊
的跳台，並在凌空12米做出多個精彩絕倫的高難度
動作，市民可免費入場欣賞。
來自新西蘭的國際頂級車手在昨日傳媒預演時多

次表演「凌空分離」花式動作。被問到本港天氣反
覆，會否影響明日演出時，他笑稱雖然風雨能影響
車手對電單車的操控，但前日已到天壇大佛祈福，
相信今天能為觀眾帶來更多高難度動作。

圖：曾慶威 文：文森

胡景邵：購亞視交易未取消

鮑姐倡設網上平台續運作

花式電單車

低頭玩機 家長沉迷過子女
其身不正損親子關係 認定「打機」易起衝突

復活節假期最適合共聚天倫，但若只
顧各自各低頭打機，不論大人細路

都只會破壞親子關係。青協有見沉迷智
能電子產品情況有年輕化趨勢，今年1
月至3月分別訪問約300位家長及子女，
以了解其日常使用習慣，發現使用情況
愈高，發生家庭衝突情況同步增加。

72%家長曾與子女衝突
青協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單位主任凌婉
君昨日表示，雖然調查發現72%受訪家
長承認，曾因使用智能電子產品與子女
發生衝突，但其實家長本身亦做壞榜
樣，調查發現每日使用智能產品逾6小

時的家長多達13%，但子女則只有不足
8%，「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若家長
在此情況下仍責備子女過分使用電子產
品，只會令子女對家長產生負面情緒。

家長其身不正外，原來對子女使用智
能電子產品存有偏見。調查又發現家長
對子女有預設想法，調查中有近15%家
長認為子女必然是在「打機」，其次是
電話聯絡(13.42%)及影相(12.15%)，但受
訪子女卻反映，電子產品主要用作透過
通訊軟件與朋友聯絡及觀看網上短片(各
佔11.99%)，其次是聽歌(11.28%)，打機
只屬第三位(11.21%)。

青協相信，預設想法令家長與子女想
法存在差異，不但有機會引起衝突，更
隨時破壞親子關係。
母親Cindy指，女兒Wing患上先天性
腸胃痙攣，為了令她安坐吃飯，習慣給
她在用膳時玩智能手機，但隨着女兒成
長，她沉迷使用電腦的情況日漸嚴重，
試過放學後回家就整日打機，甚至連功
課都不做，結果在她小四時成績一落千
丈，成為全班包尾。

協議用時 多參與活動
Cindy續指，女兒因有時與父親爭用

電腦，出現口角，後來經社工調解後，
才學會處理衝突技巧及策略。Cindy明
白自己脾氣亦不好，但學懂與女兒溝通
後，就會協議平日可上網1小時、假日2
小時，甚至鼓勵女兒參與智能電子產品
以外活動，分散注意力，現在成績已回
升至全班第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低頭族」情況遍及大人細路，

有調查指逾七成家長曾因使用智能電子產品問題與子女發生衝突。

但調查亦發現家長其身不正，每日使用智能產品逾6小時的家長多達

13%，反觀子女則只有不足8%。調查又指，家長對子女使用智能電

子產品存有偏見，近15%家長認為子女必然是在「打機」，但事實

並非如此，調查機構認為這種預設想法不但有機會引起衝突，更隨

時破壞親子關係。

■女兒自小
證實有輕微
自 閉 症 的
Cindy（右
一），經社
工調解後，
學會處理衝
突技巧及策
略。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婷）本港
愈來愈多青年有興趣創業，惟更生人
士礙於背景問題，難以申請銀行貸
款。香港善導會去年8月起獲恒生銀行
贊助，展開青年創業計劃，協助更生
青年、邊緣青年及低學歷青年尋覓路
向，了解自己適合做「打工仔」還是
做老闆；如創業計劃獲批，更可獲最
高4萬元的免償還資助。曾犯事被判感
化令的阿朗，憑資助開創自己的洗車
生意，以行動證明自己已改過自新，
重新獲得家人接納。
現年18歲的阿朗，中二輟學後在親

友經營的車場洗車，又做過壽司學徒、
搬運工人，「不過無一份做得長」，更
於桌球室誤交損友，3年前犯事被判1
年感化令，令家人對他信心盡失，「甚
至連我都唔信自己」。幸得社工馮Sir
一直跟進，鼓勵阿朗參與計劃，「我見
有錢，就去試吓，當學嘢都好」。

寫計劃書積極 重拾自信
計劃提供28小時的培訓課程，但阿

朗製作創業計劃書的時間又豈止那寥
寥數天。馮Sir補充，自從阿朗得知有
這類計劃，就一直主動查詢，「過程
中發掘出原來佢可以好積極。」
最後阿朗獲批2萬元資助，去年12
月開始，於親友經營的車場以平價租
地，經營洗車生意。每天朝十晚七，

年中無休，親力親為洗乾淨每一架
車，初期每月生意額約2萬元至3萬元，
2月開始更可增聘人手，亦令家人對阿朗
刮目相看，注資10多萬元讓阿朗發展電
腦洗車項目，「我想多謝屋企人選擇相
信我、支持我，讓我堅持下去。」
28歲的阿威擁有一雙巧手製作洗水

牛仔布服飾，24歲的Kenneth亦有不
少有趣念頭設計桌上遊戲，無奈畢業
後同屬於低薪一族，工作上亦無法發
揮創意。後來他們各自獲批1.5萬及3
萬元資助嘗試創業，期望衝出香港，
成為國際知名的時裝設計師及桌上遊
戲設計師。
「計劃」為16至35歲的更生青年、
邊緣青年及低學歷青年而設，協助他們
將創業計劃付諸實行或發展穩定職業。
截至今年2月，已有過百名青年參與，
當中60多人找到工作路向，另外30多
人希望創業並提交計劃書，其中8份已
經獲批，合共批出約16萬元資助。

重申請人態度準備工夫
香港善導會副總幹事李淑慧表示，

審核創業計劃時着重申請人的態度及
準備是否充分，計劃書內容反而是其
次。負責面試及審核的恒生銀行企業
責任主管何卓惠亦大讚不少申請人準
備充足，表現坦誠，希望計劃可幫助
申請人尋找自我價值。

■Kenneth希望憑自創的德式桌上遊
戲，改寫人生。 受訪者供圖

■28歲的阿威擁有一雙巧手製作洗水牛
仔布服飾。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亞視不獲續
牌，但是否賣得出，仍有一絲轉機，因為
早前簽訂買賣協議條款書的「匯友資本」
首席合夥人胡景邵昨日表示交易未告吹，
他仍在徵詢法律意見。而亞視執行董事葉
家寶說，有投資者明知續不到牌，都有意
支持亞視營運多一年。葉家寶又說，希望
盡快與股東接觸，了解他們的意向，期望
未來兩、三日會有新消息，之後盡快向員
工交代後續發展。亞視新聞部副採訪主任
陳國揚則表示，亞視不獲續牌後，新聞部
已有兩名員工辭職，若再多數名記者離
職，新聞部將難以運作。他希望亞視盡快
交代去向，考慮是否清盤。

胡個人身份簽約 有發展腹稿
當日德勤宣布「白武士」出現時，指明

有牌才會有交易，不過「匯友資本」首席
合夥人胡景邵昨日表示，自己是以個人身
份簽買賣協議條款書，又指交易未告吹，
現時未有最終決定，仍在徵詢法律意見。
據消息指，胡景邵有亞視未來發展及資

金的腹稿，他亦有考慮亞視數百名員工的

生計。而葉家寶就指除了已經出現的「白
武士」之外，亦有人明知不能續牌，仍想
投資。
葉家寶昨早又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前日

在董事會上通報了政府不續牌的決定，董
事們初步交流意見後，仍未有明確方向。
他指，需再了解股東及投資者意向後才可
決定，希望2、3日內會有新消息。他說，
過往不時與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接觸，討
論播放港視節目的可行性，惟至今仍未達
共識，他近日會積極再與王維基聯絡，了
解有否合作空間。至於會否就行會不續牌
的決定上訴，葉指目前仍不確定，需聽取
法律專家及股東投資者意見後才作決定。

葉家寶：不注資只撐3至4個月
葉家寶又透露，亞視片庫只剩數千小時

劇集和萬多小時非劇集節目，若股東不再
注資，單靠出賣資產，僅能支撐多3至4個
月，他坦言股東再注資機會不大。不過，
他強調亞視如果最終真要結業，不會「鬼
鬼祟祟」地突然從地球上消失，而會辦一
個盛大晚會，讓台前幕後光榮引退，給觀

眾美好回憶。

新聞部員工促考慮清盤
新聞部副採訪主任陳國揚在一電台節目

上指，亞視不獲續牌後，新聞部再有兩名
員工離職。他稱由於不少新聞部員工年資
較淺，即使遣散賠償亦不多，更難挽留員
工，現時新聞部氣氛沉重，他自己也正考
慮會否撐下去。他要求公司盡快交代去
向，考慮是否清盤，因員工不希望到勞工
處甚至到法庭申請將亞視清盤。

當局可市場價收購發射站
亞視一旦停播，政府指亞視兩條模擬制

式頻道會讓港台先使用，但有一大障礙未
解決，就是港台無發射站，發射站都是亞
視財產。葉家寶指暫時無計劃賣發射站予
政府。不過據《廣播條例》，若亞視牌照
不獲續期，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可指示財
政司司長，以公開市場價值購買屬於持牌
人的土地及財產，或藉仲裁釐定價格。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稱如有需要，行會會考慮
行使這個權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文森）亞
視前員工鮑起靜與亞視藝員蔡國威昨日在
一個電台節目上談及亞視不獲續牌時不禁
感觸落淚。蔡國威表示會尊重合約精神，
約滿後才離開亞視，他又代表亞視全體員
工要求葉家寶交代公司未來方向。鮑起靜
表示，對亞視感到心痛，稱自己已把最好
的時光都給了亞視，她不同意亞視變賣資
產，反而建議開設網上平台。

感觸落淚 冀「最後時刻」有突破
蔡國威表示，會尊重合約精神，約滿後

才離開亞視，公司不獲續牌後沒有影響他
在外面的工作，直言亞視合約很寬鬆，不
會「阻人發達」。他又要求葉家寶交代公

司的未來方向，「之前欠薪大家一直堅守
崗位，但現在已不知繼續堅守有何意義，
希望可以盡早遣散，給員工一個尊嚴。」
鮑起靜則對亞視將結束表示難過，指自

己將一生最好時光奉獻亞視，她希望亞視
不要再播舊節目，在最後時刻會有突破，
有更大膽言論，如考慮開放予市民表達聲
音。她又建議「A記同學會」在亞視最後
階段返公司做點事，讓公司能光榮結業，
她笑稱若亞視要求幫忙，可以不收酬勞。
至於會否擔心亞視繼續拖糧，甚至沒有

遣散費給員工，鮑起靜認為沒可能，因為
一來亞視的員工不多，相信遣散費不是大
數目；二來繼續拖糧或不給遣散費都要承
擔法律責任。鮑起靜又說，不建議亞視變

賣資產以保持運作，因為公司的廠房和器
材都很新。她續稱，即使亞視失去了牌
照，但公司仍在，可以學習香港電視開一
個網上平台。

■商台昨訪問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藝人鮑
起靜及亞視藝人蔡國威。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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