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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駐港公署 喜見外交護港
3000市民入場參觀 胡建中：續做好涉港外交工作

外交部駐港公署每年定期舉行大型開
放日，主動向市民披露工作，與市民直
接對話、溝通互動，作出表率。
國家主權和外交屬於中央政府權

力，是「一國兩制」重要組成部分，
又與香港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公署

開放日營造了坦誠溝通的氛圍，用事
實說話，令市民對國家權力和香港利
益的關係有了正確理解。市民參觀公
署後領悟到，外交事務對香港原來這
麼重要，中央政府為支持香港發展原
來做了這麼多工作。市民們進而認識

到，國家利益與港人根本利益完全一
致，「一國」與「兩制」不可分割。
多一些這樣的溝通機制，就能少一些
誤解，那一些利用市民誤解挑撥兩地
關係的企圖就會不攻自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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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授權本港拓展國際關係部分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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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中央政府新增辦理多邊
條約適港事宜200餘項，
授權特區政府與外國簽
署並生效民航、司法協
助、移交逃犯、移交被
判刑人、投資保護、互
免簽證等雙邊協定近150
項，授權並支持特區政
府成為區域法律服務和
爭議解決中心

中央政府採取系列外交和
法律行動，使214項多邊
條約得以適用香港

亞投行宣佈香港成為新成
員

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亞太
經合組織第二十四次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

特區政府第十二個海外經
貿辦、印尼辦事處成立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
香港舉行

國家主席特使、國務院副
總理張高麗在紐約簽署聯
合國《巴黎協定》，9月
聯合國收到中國政府聲
明，該合約適用於香港和
澳門

常設法庭在香港特區開展
仲裁活動東道國協議在北
京簽字

香港與東盟展開自貿協定
談判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
香港正式設立亞太區域辦
事處

外交部駐港
公署開放日的

「涉港外交20年圖片展」，分門別類
展示了外交部駐港公署各領域工作。
當中海外援助港人的事件，吸引了不
少市民的關注。有市民表示，原來公
署為港人做了那麼多事，港人在海外
有國家的強有力支持，安全和權益得
到有效保障。前來參觀的資深媒體人
楊祖坤激情地說：「中國國力強大，
是香港人的光榮和自豪，港人權益才
更有保障，這個展覽辦得好！」
外交部駐港公署一直低調為香港服

務。早在20年前，外交部已與61個國
家簽署了在港設領事協定；協助特區
政府與158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給予
特區護照持有者入境免簽證協定或行
政安排；與特區政府密切配合，妥善
處理了1.2萬餘起涉港領事保護案件；
頒發各類簽證、護照和其他證件近
200萬件。

動員國家力量 施援海外遇困
事實上，近年就發生多宗公署保護

海外港人事件。如2010年菲律賓挾持
香港遊客致8死7傷慘劇、2011年利
比亞動亂大撤僑等，外交部駐港公署
均立即與有關部門溝通聯繫，動員國
家力量，為遇到意外的海外港人救危
解困。
2013年2月埃及熱

氣球爆炸，9名香港
遊客遇難，中國駐埃
及大使全力協助外交
部和香港入境處工作
組前往處理事件。
2015年8月曼谷恐襲
導致香港遊客2死 6
傷，中國駐泰使館立
即派員處理事件，協
助香港傷者在醫院接
受治療。2016 年 7

月，德國城際列車恐襲，4名港人受
傷，公署立即與駐慕尼黑總領事館溝
通，總領事親自到醫院探視受傷港
人，約見德國各相關部門，令港人傷
者得到妥善安置。2016年11月新西蘭
南島發生地震，包括港人在內的100
多名中國公民被困，外交部租用直升
機將被困國民撤離震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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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誠溝通 消除誤解

■外交部協助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港設立亞太辦
事處。 外交部駐港公署供圖

低調服務香港 熱切援助港人
救 危 解 困

揭神秘面紗 睹公署面貌
外交事務在不少

市民眼中充滿神秘
感，昨日前往外交部駐港公署參觀的
市民對公署的工作充滿好奇，寬敞的
公署內人頭湧湧。市民通過圖片展和
解說員的解說，了解到公署負責的具
體事務，又認識到國家在外交領域得
來不易的成就，紛紛讚好。

公署2樓包括會議室、演講廳等會
見來賓的設施，並擺放了中國歷代的
一些珍貴文物，包括清朝彩繪瓷瓶、
唐朝唐三彩陶馬、秦朝青銅馬車等，
展示中國數千年文化底蘊。演講廳昨
日向市民循環播放紀錄片《今日中
國》，展現國家遼闊大地上，各民族

多姿多彩的生活。3位書畫大師即場
揮毫，深受市民歡迎，紛紛排起長龍
輪候索畫，成功得到贈畫的市民喜逐
顏開，爭相與大師合影。

3樓大廳兩邊，是回歸20年涉港
外交事務圖片展，展示國家對香港
外交事務的支持，以及介紹公署20
年來的主要工作，兩廳中間貼心地
為參觀的老幼市民設置了休息專
座。正對樓梯的小舞台上，雲南歌
舞團載歌載舞，彩雲之南的繚繞清
亮歌聲直上雲霄，身穿白族傳統服
飾的窈窕少女舞姿曼妙，圍觀市民
擠得水洩不通。15樓的「新中國外
交圖片展」，展示新中國艱難突破

國際封鎖的外交歷程，令不少年長
市民很有感觸。

參觀者：圖片展意義大
鄧先生和太太專程來公署參觀，他

表示對新中國的一些外交大事印象深
刻，如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
與中國領導人歷史性握手，令全球華
人振奮。他又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涉港外交20年圖片展也很有意
義，他和一些港人一樣，以前不太了
解公署做什麼工作，現在才知道公署
20年來做了那麼多事，對香港的幫助
那麼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市民對公署開放日反應熱烈，早上9時，已有
逾百人在公署外大排長龍，警員到場維持

秩序。排首名的是莫先生一家，莫太表示，這次
是第一次來公署參觀，很好奇公署是什麼部門，
到底是做什麼的，因為免費派發的參觀券上說有
涉港外交展和新中國外交展，故把小朋友帶來，
希望小朋友能從小了解國家。由於不熟悉地點，
因此早早出門，很開心能夠「霸頭位」。

圖片展見證外交成就
10點沒到公署就提前開啟正門，市民有序
排隊入場。地下是出入口安檢和攝影展，2樓
是中國歷史文物展，3位內地書畫家現場為市
民揮毫。3樓是「涉港外交20周年圖片展」，
並為市民提供免費豐盛的各式小食和飲料，又
有雲南歌舞團的少數民族帥哥美女們載歌載
舞。15樓是「新中國外交圖片展」，展示
1949年建國以來，新中國在外交事務上取得
的重大成就。參觀的市民涵蓋老中青各年齡層
和各行各業。
中三學生羅寧華表示，看完展覽後很有感
觸，想不到國家那麼重視香港，為在外國遇困
的香港人提供那麼多援助，為香港發展提供那
麼多幫助，認為這次來參觀很有收穫，真真切
切了解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自己是中國
人感到自豪。這次參觀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
的國家歷史，了解到公署原來為香港做了那麼
多事，獲益良多。
與他同行的妹妹羅倩瑩則表示，想不到這裡
那麼好玩，還有小禮物收，又能認識國家歷
史，真的很不錯。

認識祖國史 市民收穫豐
市民楊先生表示，這次公署舉辦的兩個圖片
展真的很好，讓市民了解新中國崛起，以及中
國如何擔當大國責任，又讓大家了解香港外交
20年來的發展。帶着4歲兒子來參觀的李小姐
表示，香港很少有機會能欣賞到富內地民族風
情的歌舞表演，還能現場觀看書法大師表演，
所以一早帶兒子排隊入場，兒子則喜歡看白族
美女們的歌舞，站着不肯走，自己想去看圖片
展都去不了。

胡建中：提振民族自信自豪
胡建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
2014年起，公署定期舉辦面向香港民眾的大
型開放日活動，成為香港民眾感知外交、了解
外交的重要平台和品牌活動。此次是駐港公署
連續舉辦的第六次開放日，再過一個多月就是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紀念日，昭示「一國
兩制」偉大實踐的巨大成功，因此今次開放日
主題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他強調，20年來，駐港公署堅定維護國家
主權與安全，積極協助香港擴大對外交往與合
作，有效、周到維護港人海外合法權益，為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他說，今次透過「新中國外交圖片展」、
「涉港外交20周年圖片展」和《今日中國》
短片等，市民可以從中了解國家發展、中國外
交和涉港外交取得的重要成就，進一步感受
「祖國好 香港好」的深刻內涵，提振香港市
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國家為護港撐港做了那麼多事，國

家對香港如此重要！」不少市民參觀外

交部駐港公署的「涉港外交20周年圖片

展」和「新中國外交圖片展」後感慨萬

千。昨日公署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0周

年」開放日，將地下、2樓、3樓和15

樓開放予公眾參觀，並邀請雲南歌舞團

表演民族歌舞，內地著名書法家和畫家

現場作畫送贈市民，逾3,000名市民應

邀入場。公署副特派員胡建中表示，外

交部駐港公署將進一步加大外交護港、

外交惠港和外交為民力度，做好涉港外

交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書法大師即席揮毫書法大師即席揮毫。。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中國駐埃及大使（右）探望熱氣球事故中的香港傷
者。 外交部駐港公署供圖

■■開放日吸引大開放日吸引大
批市民踴躍進批市民踴躍進
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胡建中與市民親切交流胡建中與市民親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市民爭相與民族歌舞團表演者市民爭相與民族歌舞團表演者
合照合照。。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李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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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寧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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