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屆立法會會期將於下周五結束，內務委員會昨

日舉行年結記者會，由主席梁君彥及副主席馬逢國主持。曾以「劍拔弩張」和

「低處未算低」來形容行政立法關係的梁君彥指出，香港社會十分關注今屆立法

會能否在7月16日中止運作前，完成審議所有條例草案。他認為無論議員是否支

持有關條例草案，立法會都必須盡力完成所有在議程上有立法效力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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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竊
取象牙，頻繁的非法獵殺野生大象，
已令這種迷人的動物數量銳減，更有
可能在10年內滅絕。為保護野生大
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早前親
身前往東非了解當地情況，並出版了
新書《東非行》。她昨日在灣仔三聯
書店舉行新書發佈暨分享會，分享她
在非洲的所見所聞。

訪東非了解大象危機
葛珮帆表示，3年前與保育人士交流

時，了解到非洲大象的處境如鯊魚一
樣，正面臨生存危機。為真正了解非
洲大象所面對的威脅，她親自到非
洲，除了認識大象的生態與生活習
性，也結識了當地的大象保育專家。
回港後，她開始游說特區政府立法禁
止本港的象牙貿易，得到不同黨派的
立法會議員支持，政府現時亦展開立
法的準備工作。
她早前還與32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聯署，建議國家禁止象牙買賣。中央
已同意禁止象牙入口，下一步將禁止
內地的象牙買賣。
葛珮帆又將自己在非洲獲得的第一

手資料結集成書，用鏡頭記錄非洲的
生態及大象瀕危的問題。她在書中介
紹了肯尼亞及坦桑尼亞的地區風景、
歷史人文文化，講解了非洲草原上的
生態，如犀牛、大象、長頸鹿、獵豹
及動物大遷徙的大自然規律，更正一
般人對野生動物的誤解。還訪問了當
地專業保育人士，揭示非洲大地的生
態危機與香港保育的關係。

新書還包括遊非洲的實用小貼士，例如如何防止
被非洲的蠅蟲叮咬等。
葛珮帆表示，希望通過這本書讓更多香港人了解

非洲，欣賞非洲的自然和生物，喚起更多人加入保
護野生動物的行列。

立會臨換屆 積壓草案懸未決
梁君彥：議員支持與否 應盡力完成審議

樹根短片倡保育舊區推文創

■葛珮帆昨於灣仔三聯書店舉行新書發佈暨分享
會。 彭子文 攝

梁君彥及馬逢國昨日在立法會召開年結記者會，回
顧內務委員會過去一年的工作。馬逢國介紹，在

2015/16年度，內會共舉行了128次例會和11次政務司
司長會面的特別會議，並將於7月11日舉行另一次特
別會議，與政務司司長及其他相關政府官員就食水含
鉛事件進行討論，又成立了77個法案委員會，審議了
75項由政府提交的法案和2項由議員提交的法案。

89項政府法案83項已通過
特區政府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內共提交了89項政府法
案，其中83項已獲立法會通過。《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及《2015年消防（修訂）條例草案》，將會於7月13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
在立法工作方面，梁君彥指，在今個立法年度，特

區政府一共提交了18項條例草案，有12項在上半年提
交，其中9項在去年12月前已經提交。今個會期同時
處理了多項極具爭議的立法建議，當中包括用了96小

時處理《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恢復二讀
辯論，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工作。最後，立法會
通過了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的議案，條例草案的修訂
工作被迫就此作罷。
至於《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梁君彥指相關

的法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35次會議，用了差不多73小
時仔細審議條例草案的內容。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
見，政府當局提出了超過530項修正案。立法會在7月
15日午夜12時會期中止前，能否完成審議這一項條例
草案仍是未知之數。他認為無論議員支持與否，立法
會必須要盡力完成所有在議程上有立法效力的項目。

民生先行先易後難編排
在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梁君彥曾以「劍拔弩張」和

「低處未算低」來形容。他昨日指出，在工作層面
上，雙方關係逐漸有所改善，因為雙方都同意按民生
先行、先易後難的原則，處理立法會大會審議立法建
議和編排財務委員會，以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議程。

他續說，自己與馬逢國每星期也會跟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會面，雙方的溝通一直都是良好的，又指林鄭
月娥一直十分樂意出席內會的特別會議，就公眾關注
的重要議題，回答議員的提問。而林鄭月娥在今屆立
法會出席內會特別會議的次數，與過往幾屆相比，是
歷任司長最多。

行立是夥伴不應對抗
梁君彥又強調，在現行憲制框架下，行政立法關係

應該是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夥伴關係，而不是互相
對抗，「應該要一人行多一步。」他相信，只要雙方
均有良好的意願，以為市民多做實事為目標，行政立
法關係可以進一步改善，從而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
及推動經濟和民生的發展。

■馬逢國 梁祖彝 攝 ■梁君彥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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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今日會發

表其新書《跟蹤．鍾根》。他近日在
其facebook貼出名為《跟蹤．鍾根 保
育篇》的新書宣傳片（見圖），向觀

眾介紹自己出生及長大的西營盤。他指出，區內很多
舊建築、街道，蘊涵了香港人的生活文化，若把之變
為創意文化產業，將是香港的競爭優勢，值得保育。

短片一開始，樹根就舉着相機邊行邊影。他先向觀
眾介紹佐治五世公園，說這是維園建成前港島最大的
公園，還憶起以前打完波買可樂飲的情景。他又介紹
自己以往就讀的「東莞工商總會東義小學」。樹根
說，校舍是戰後才興建，所以有廁所。

眼看如今美麗幽靜的西營盤，樹根說，以前這裡是
貧民窟，但重建後已經變成「豪宅區」。自己在西營
盤住了近30載，而更早以前人們難以想像今日港鐵能
夠在此開通。

觀眾隨着樹根走過西營盤的大街小巷。玩了40年攝
影的樹根還不忘提及他的新相機萊卡M9，又說所用的
鏡頭因為有八片鏡片，所以人稱「八妹」。

舊街舊樓蘊涵本土文化
樹根在短片結尾時表示，西營盤是一個很舊的社

區，有很多舊建築、街道、樹木都值得保育。他認為
這些都是香港人的生活文化，若把香港18區的不同生

活文化集中，變為創意文化產業，將是香港的競爭優
勢，這也是他提出的「要本土，不要分離」的核心意
思。 ■記者 鄭治祖

在一張保存了83年的河北河間大家庭「全家
福」照片中，有30餘名軍人的頭像被剪掉，只留
下家族中57個身穿長袍的男女老幼。這張拍攝於
1933年、且殘缺的「全家福」照片背後，有一段
刻骨銘心的往事。
1939年，照片最中間坐着的人——閆氏為躲避
日軍搜查、免遭滅門之災，親手把照片中兒子等
30餘名軍人的頭像剪掉。閆氏的兒子就是以身殉
國的國軍抗日將領、被授予「革命烈士」的趙錫
章。當時剪照片時，閆氏並不知道兒子已經在一
年前犧牲了。

剪30餘軍人頭像免滅族
生於1901年的趙錫章是趙家次子，在保定陸軍

軍官學校畢業後，到晉軍服役，歷任排長、教
官，後在傅作義部下任參謀、第七十師參謀長。
1933年，閆氏過50壽辰，上校參謀長趙錫章和
30多位隨從回鄉為母祝壽。89歲的村民趙向忠是
趙錫章的侄子，他表示，「那一天，賀壽的對
聯、匾額掛滿了院子，在我家前院擺了一排凳
子，奶奶坐在正中間，請攝影師拍照，穿軍裝的
二叔趙錫章和隨從都在照片裡。」但五年後，趙
錫章就在抗日作戰中頭部受傷壯烈殉國。
1939年6月，日軍佔領河間，一旦發現誰家跟
抗日有關聯，全家人都得被殺。趙家保存的壽辰
賀禮上都有國民政府印記，「全家福」照片中趙
錫章和隨從也穿着軍裝。「奶奶和其他長輩把掛
在各屋的賀匾、賀聯全部摘下來燒毀，照片中有
軍人的部分也剪下來燒掉。」趙向忠說。
2014年，趙錫章入選民政部第一批抗日英烈名
錄。趙向忠說，現在，這張「全家福」照片背後
的故事只有他能講出來，雖然照片是殘缺的，但
是一想到先輩英勇抗戰的事跡，趙家人都為之驕
傲。

■新華社

珍 珠 龍 袍

由廣西北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一帶一路．北
海遇見北海」系列外宣活動昨日在北京北海公園啟動。
令人嘆為觀止的沙畫藝術表演以及由50,000顆珍珠鑲
嵌而成、重達40公斤的「珍珠龍袍」等具有北海特色
的作品驚艷現場觀眾。圖為「珍珠龍袍」。

■文/圖：中新社

在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艱苦的歲

月裡，失去父母

的孩子連自己的

親戚都愛莫能

助，卻有這樣一

個男人，又當爹

又當媽地給六名

孤兒營造了一個

家，為孩子們撐

起了一片天，而

他終生未娶。這

位老人就是黑龍

江哈爾濱市道外

區豐潤街居民彭

雲松。「我們這

一大家子7口人，

卻有7個姓」。而

今，彭雲松入選

「中國好人榜」，

而這個「7姓」之

家則被評為全國

「最美之家」。

■新華社

一屋七姓演繹人間真情
「中國好人」撫養六孤兒

大報恩寺遺址公園辦國學講堂「許昌人」遺址
發現萬年陶片

國際期刊《國際第四紀》近日發表《靈
井許昌人遺址早期陶器與中國北方陶器起
源》論文，首次披露了河南靈井「許昌
人」遺址早期陶片的發現和研究成果。相
關學者對靈井「許昌人」遺址出土的58件
陶片進行了詳細研究。結果顯示，靈井陶
片的燒成溫度較低，陶土中摻雜物差異
大，陶片較厚，底部多為平底。大部分陶
片表面沒有紋飾，少量陶片為波狀繩紋。
研究機構更對其中的7件陶片上附着的
碳殘留物進行碳14年代測定，得出的結論
是陶片距今 10,870 至 9,305 年。因此，
「許昌人」遺址是目前中國中原地區發現
早期陶片中數量最多、年代最早的遺址。

■新華社
■■為恢復傳統文化內容為恢復傳統文化內容，，報恩講堂進行古報恩講堂進行古
代傳統儀禮射禮箭陣表演代傳統儀禮射禮箭陣表演。。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龔鵬程教授
記者陳旻攝

■彭雲松老人和他的「7姓家庭」。 網上圖片

1954年冬天，彭雲松遇見了第一個「兒子」閆
景成。當時，瘦弱的閆景成正在
鐵道線附近蹣跚而行，尋找着任
何能吃的東西。這一切都被彭雲
松看在眼裡，彭雲松心疼地問：
「孩子，多大了？」「8歲。」
「家裡人呢？」「沒了。」……

「跟我回家，我養你」
沒有太複雜曲折的思想鬥爭，

彭雲松沒有猶豫，拉起孩子的手
說：「跟我回家，我養你。」隨
後十幾年，彭雲松又往家裡領回5
個孤兒：1966年，收養了5歲的
欒景通和11歲的張秀清；1967
年，收養了12歲的郭廷忠和9歲
的高玉濱；1969年，彭雲松又從
山東老家帶回孤兒劉玉忠。「要
不是碰見我爸，我們幾個可能早
不在人世了。」張秀清說。

「養娃我心甘情願」
在彭雲松79歲那年，他竟然

把房子和存款分給6個子女，一
個人偷偷買了張火車票，回到了
山東老家一個偏僻的農村。「我
有退休金，能養活自己，不用麻
煩他們。」彭雲松說。2013年，
彭雲松已經90多歲了。幾個子女
經過商量，堅決要把彭雲松接回
來，讓他頤養天年。
如今，彭雲松很滿足。6個子
女中，有省級和市級勞動模範、
道德模範，還有全國孝親敬老模
範。經常有人對彭雲松豎起大拇
指，彭雲松卻說：「養娃是我心
甘情願的事，這不算什麼。」

由以「提煉傳統文化精髓，輔益現代社會」為
宗旨的報恩講堂，昨日上午在江蘇南京大報恩寺
遺址公園正式開講。首任院長、國務院國學中心
顧問、北大中文系教授龔鵬程表示，報恩講堂除
了恢復傳統的文化記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振
當代社會的精神導向。
大報恩寺及其前身天禧寺，為明清兩代的「中

國第一講寺」，是包容
各派的佛教講壇，後毀
於太平天國年間戰火，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
親題「大報恩講寺」。
龔鵬程認為，報恩講
堂使得大報恩寺遺址公
園有內在的靈魂，「不
斷地提醒大家，我們在
這裡是體驗傳統文化，
並與當前的文化生活息息相關。」恢復中國傳統
文化中一些長期被忽略的內容，如傳統的「琴瑟
合鳴」等文化禮樂。
據悉，報恩講堂今後還將邀請海內外名家名師

每月舉辦一期國學講座，也將舉辦各種禮樂、遊
學、慶典等活動，力求以貼近史實的做法，呈現
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南京報道

■老人參觀雷鋒文化旅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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