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團體「同心網絡」昨日
起一連兩日在蘭桂坊設攤檔
「玻璃回收建明天」，以攤
位遊戲及經由玻璃樽回收再
造製成的五彩玻璃彩繪、玻
璃磚及玻璃砂，吸引大批市
民駐足了解。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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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港青裝備好 齊心再創輝煌
林鄭為120中學生解惑 多招振科研籲認清志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與
歐、亞多國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並加強
商業往來。昨日工聯會屬會香港服務業總工
會、港九鞋業職業工會等多個業界團體合辦
「一帶一路香港服裝業及鞋業的機遇」研討
會，探討香港企業透過「一帶一路」走出去
的商機。有在非洲埃塞俄比亞設廠的鞋商表
示，當地近年積極發展基建，貨運時間大大
縮短，看好該國未來製造業的發展。

吳秋北：港專業優勢利拓「帶路」
研討會由15個服裝業界團體主辦，吸引逾

200人到場，場面熱鬧。多名講者分享在
「一帶一路」下，港商的優勢及發展潛力。
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40年
前港商把握祖國改革開放的機遇，發展成全
球下單的中心，隨着近年內地廠商走出去，
低端生產線遷至孟加拉等地，香港企業亦應
向海外發展。
他認為，香港的業界擁有較好的軟實力，
在專業服務、人才及語文能力等方面有優
勢，「一帶一路」是重要的機遇。吳秋北又

引用習近平早前視察香
港時提醒港人，若錯失
國家高速發展的機遇，
將 「 蘇 州 過 後 無 艇
搭」，稱國家已預留位
置讓香港發展。
代表商界的自由黨立
法會議員鍾國斌以「探
索中亞地區絲綢之路」
為題，分享對中亞市場
的看法。他說，港商到
當地發展困難在於語言
不通及對當地法律不了解，需借助內地相關
的人才。他續指，中亞地區在旅遊及消費業
上有潛力，與香港飛行距離僅5小時，當地特
有中西合璧的歷史文化，有助發展旅遊業。

埃國設廠鞋商讚機遇巨大
會上有到非洲埃塞俄比亞設廠的鞋商分
享，包括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及香港鞋業
總會會長梁日昌。
張華榮早於2011年到埃塞俄比亞設廠，
業務發展迅速，由設立初期僅有500名員

工，擴張至現時逾6,000名員工。
他說，當地的基建有進步，由當地運送貨

櫃至香港由昔日的50天，縮短至現時的約
25天。他相信，埃塞俄比亞將來能發展成製
造業大國。
梁日昌則表示，埃塞俄比亞的政治在非洲

各國中稱得上穩定及安全，惟當地仍面對運
輸及原材料缺乏等問題。
他促請政府資助港商到海外投資，並善用

粵港澳大灣區的機會，設立「超級貨櫃碼
頭」，服務粵港澳一帶。

工聯夥服裝鞋業 研「帶路」商機

林鄭月娥昨日為「2017北京、西安航
天科技考察團」主持啟動禮，並與

即將出發的120名中學生，就科研發展進
行對話交流，席上學生都踴躍舉手向林鄭
提問，氣氛熱烈。

港底好人優秀 減爭拗齊給力
來自聖保祿中學的劉同學表示，國家主席
習近平早前訪視察香港期間，特別祝願本港
「再創輝煌」，故想了解特首如何帶領香港
及年輕人在科研方面「再創輝煌」。
林鄭回應指，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期間
的發言及祝願，對香港充滿關懷，且極具
鼓勵性；她並提到自己在競選特首期間曾
出版的其中一本刊物，亦是以「再創輝
煌」作為點題封面，當中提到「香港底子
好，香港人很優秀，只要我們齊心一致，
認準方向，香港是可以再創輝煌」，故強
調港人需要齊心及有清晰目標，若社會上
每天都充滿爭拗，事實上很難凝聚力量讓
香港再創輝煌。

減稅促進科研 研策助畢業生
在科研方面，林鄭表示，2015年創科局
的成立充分展示出特區政府對科創的重
視，當中已投放了數以十億元計的資源及

基金直接推動科創發展，政府並積極鼓勵
商界多投入創新研發，正研究給予他們稅
務優惠的誘因；而有關科學園以至落馬洲
河套區港深創科園的發展，更顯示香港未
來創科發展仍有很多機遇，寄語學生應裝
備自己，好好迎接未來出現的機遇。
來自風采中學的學生則問到，政府有何

方法提升社會對科研的重視，為有志科研
的年輕人創造機會。
林鄭月娥表示，金融在香港確是受到重

視，故不少學生畢業後想於金融和銀行業
發展亦無可厚非，但她期望學生可作多元
發展，而教育局及創科局等亦有責任向學
生提供更多培訓，企業亦要提供更優質的
就業機會，政府亦會投放更多資源在創科
方面，透過政策配合，讓畢業生有科研就
業機會。
除科研相關問題外，亦有同學就切身的

教育議題作提同，例如迦密中學中四生李
同學，問到現時香港教育制度是否完善，
林鄭就表示，有評論形容香港教育制度
「失敗」並不準確，事實上香港有很多學
生表現出色，不少人參與本港及海外比賽
亦獲得獎項，而政府新推出的36億元經常
性教育開支，亦期望可以紓緩學校及學生
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

綺）香港學界近年正積極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但年輕學生或仍會

對未來升學就業以至本港科研

發展存有疑問。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特別就此與120名中

學生對話為他們解惑。有學生

問到，特首將如何帶領香港及

年輕人在科研方面「再創輝

煌」，林鄭回應時強調香港人

本身很優秀，若有清晰目標、

齊心一致和減少爭拗，就足以

再創輝煌。她又提到，特區政

府也致力推動成立創科局、發

展落馬洲港深創科園、研究提

供稅務優惠鼓勵商界投入研發

工作等，希望為社會創造更多

科研機遇，寄語學生好好裝備

自己，迎接未來機遇。

除了與在場中學生對話及交流
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2017

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啟動儀式致辭時，亦
分享到國家重大的航天科技發展，特別是航天科技
應用於醫學、防災通訊、教育等不同層面的轉化技
術，在各方面推動社會發展。她並寄語即將隨交流
團出發的同學，要在旅程中多了解國家航天科技的
發展，同時亦要有心理準備，未來從事科研要有所
犧牲。

各層面惠及社會 生活更方便
林鄭月娥表示，自國家在1970年發射了第一顆人

造衛星，是為航天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在經過數十
年的發展的當下，航天科技已不僅用於火箭、太空
船、人造衛星、太空站及宇宙空間探測器上，更被
廣泛應用於醫學、生物科技及其他不同層面，多方
面推動社會發展。
她指出，航天科技於醫療、教育及防災等範疇的

應用，為人類帶來改善生活的契機，也為社會帶來
經濟效益。其中在醫療方面，透過衛星網絡可以建
立遠程醫療系統，突破地域限制，遙距為急症病人
進行異地會診，指導調製緊急藥物，甚至進行手
術，惠及病人；在推廣教育方面，利用衛星網絡，
可將教育資訊傳達到偏遠城鄉，解決了落後地區資
金不足和師資短缺的問題，令更多學童受惠。

衛星導航亦可幫助勘察各地環境、氣象報告和天
然資源，搜集大量資料和數據做分析。林鄭月娥表
示，根據有關資料和數據，可有效對暴雨、洪水、
乾旱、山火、颱風、地震、傳染病等災害進行全天
候的監測，更可以幫助政府評估災情，以及提高政
府在防災工作的應變能力。
她又提到，在太空探索過程中也可發現新材料、

新能源，科研人員可以利用這些新材料製造新產
品，惠及普羅市民，例如防水防風透氣、用於不少
穿戴衣飾的Gore-tex物料，正正就是在航天科技發
展下的新產品，為市民帶來更方便的生活。
林鄭月娥認為，航天技術將會帶領國家在天文、

物理、生命科學等方面繼續進步，鼓勵香港學生培
養航天科技或其他相關科學範疇興趣，亦可以努力
裝備自己，在未來一展所長，造福社會。
「2017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為香港善德

基金會與香港科技協進會舉辦的2017第三屆「善德
關愛科研青年發展計劃」的一部分，考察團將在7月
23日至7月30日舉行，帶領中學生參觀國家天文
台、中國工程院及航天動力技術研究院等，另計劃
內容尚包括稍後舉行的「我是發明家年度大獎」及
「青年科技創意分享論壇」。
除林鄭月娥外，為活動主禮的尚包括創科局局長

楊偉雄、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及香港科技
協進會會長王錫堯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航天科技應用廣 勉學子培養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鳳鳴）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公佈最新數據，截至去年底，全港
共有610間社企，較2015年底上升6.3%。社
企數目不斷增加，種類亦趨多元化發展，當中
以「健康護理及醫療」、「生活百貨」及「飲
食」類別佔最多比例。

港社企增至610所 業務多元
由社聯出版的《社企指南》，顯示出「健康

護理及醫療」類別的社企佔最大比例，高達
22.9%。社聯社會企業商務中心主管譚穎茜表
示，隨着本港人口老化，相關的長者復康產
品、陪診服務等具有一定市場。
然而，回顧過去3年，「飲食」類別的社企

數目則出現下降趨勢。譚穎茜指出，相比一般
飲食業，社企需投放大量人力資源成本在員工
身上，再加上租金高企，從而令「飲食」社企
營運有困難。
她又說，現時有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建立社

企，如建築師、醫生、會計師及學者等。他們
結合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已有的網絡開辦社企，
藉以造福社群。

惠聽障健聽 親子交流增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主任鄧慧

蘭表示，有感於社會缺乏對手語及口語的認

知，同時又想協助聽障兒童融入社區的服務，
於是她決心將學術成果轉化為社企服務，在去
年成立「語橋社會資源」公司，為6歲以下的
聽障兒童、健聽兒童及家長提供手語雙語班，
安排聾人老師與健聽老師於課堂上同時利用手
語和口語講述故事及唱歌等。讓兒童在語言發
展的黃金時期，建立語言基礎，以及提升他們
的共融意識。
鄧慧蘭續說，社會對手語存有不少偏見，部

分聽障兒童家長甚至因害怕別人知道子女有聽
障問題而抗拒子女學習手語。她認為，手語具
有正面價值，從語言學角度出發，家長應盡早
讓兒童於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期學習手語。
郭太是參與計劃的家長之一，她先後為兩名

健聽兒子報名學習手語。
她表示，在偶然的機會下獲悉手語這一門語

言，於是帶同兒子報名學習。「在學習手語的
過程中，我和兒子學會了不少手語動作，也促
進了親子交流。」
她又笑言，因記憶力開始衰退，有時候會忘

記課堂所學，兩個兒子時常提醒其手語動作。
當記者問及她為何讓兒子學習手語，「我希望
兒子們能學習多一門語言，同時也讓他們知
道，這世界有些人和自己是不一樣。儘管那些
人不健全，但應該要互相交流溝通、包容，用
善意對待身邊的一切。」

中大學者助聾人 設社企教手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兩
制」在香港實踐20年基本取得成功，「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得到落實。前特首曾蔭權接受
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回歸以來，自己未聽聞過
中央對香港社會、經濟和民生方面，以至官員
表現等，向香港發出過明顯指示。他強調，
「一國兩制」一定要堅守，有需要時也可尋找
中央政府提供協助，而社區、社會及經濟的管
治是特區政府責任。

曾蔭權近日接受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電視
節目專訪時表示，回歸以來，自己未聽聞過中
央就本港社會、經濟和民生方面，以至官員表
現等，向香港發出明顯指示，「15年管治，我
未聽過在我任期期間內，關於官員表現或者我
們的政策釐定、政策方向，（中央）對我們有
任何明顯的指示，真的沒有。」

堅守「一國兩制」管治責在特區

被問及特區政府尋找中央提供協助是否恰
當，曾蔭權認為，香港有需要時也可尋找中央
政府提供協助，相信中央想法也是一樣，又相
信中央會認為，香港的社區、社會及經濟的管
治是特區政府責任，中央是不應該染指的。
他續說，最近幾年看見所謂「本土派」出
現，有極端言論「走出來」，也就不能阻止內
地某些學者作出回應，「牛頓定律，有些事上
（作用力、反作用力）對吧。」
回想過去數十年公職生涯，曾蔭權表示，
2011年、2012年期間市民對他的看法開始不
同，「市民見得你久了會厭倦，加上當時政制

討論亦蓋過其他事情，好多不和的事情發
生」，加上有梁國雄、黃毓民等極端者加入立
法會，令市民覺得政府「處理不了這群人，
（19）97年前你們好能幹的嘛」，從而影響市
民對自己的評價。不過，他認為，政府民望有
高有低，這些都是必經過程。
當年上任特首後進一步擴大政府政治問責制

的曾蔭權，在訪問中堅持問責制在架構上有需
要，但執行上愈來愈困難，原因在「如今現代
社會，對於這些人物（指問責官員）特別特別
好奇」，包括官員本人及其家人過往失誤、私
隱等，令尋找適合人選加入政府愈趨困難。

曾蔭權：「一國兩制」必須堅守

■■（（左起左起））譚穎茜譚穎茜、、鄧慧蘭及姚勤敏鄧慧蘭及姚勤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攝攝

■■「「雙語樂雙語樂」」課堂情況課堂情況。。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鳳鳴 攝攝

■工聯會聯合多個業界團體舉辦「一帶一路香港服裝業及鞋
業的機遇」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善德關愛科研青年發展計劃「2017北京、西安航天科技考察團」昨日舉行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與航天考察團的中學生分享航天
科技如何在各方面推動社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與120名中學生交流對話，分享如何帶領香港及年輕人在科研方面「再創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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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17/08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822,360 （3注中）
三獎：$115,410 （57注中）
多寶：$60,000,000

29 34 35 42 43 48 26

下次攪珠日期：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