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攜手港青 助拓人生旅程
盼育青年增國家意識 指中央與特區都非常關心青少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社

會各界都積極培養香港青年成才，

並為他們提供不同機會。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香港青少年軍總

會大樓開幕典禮暨3周年會慶致

辭，表示對香港的青年人充滿信心

和期盼，希望每一位的青年人都能

夠被培育出有國家意識、有香港情

懷、有世界視野、對社會有承擔，

但有關工作不能單靠特區政府，很

多青年組織都扮演重要角色。她又

特別提到同場主持典禮的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認為這突顯了無論是中

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非常關

心香港的青少年，亦希望香港的青

少年能夠很正面、積極地開拓他們

人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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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自己抱着一份特
別的心情，與王志民主任一起主持

典禮，「我和志民主任相識了12年，當
時的相識亦是因我們各自在中聯辦和特區
政府負責青年的工作，志民主任當時是中
聯辦的青年工作部部長，我就是民政事務
局常任秘書長，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負責青
年發展的工作。12年來，我們各自在不同
的工作崗位工作，今日能夠在一起，我以
行政長官的身份，志民以中聯辦主任的身
份，再次可以合力來推動香港青少年發展
的工作，我感覺是一種緣分，亦突顯了無
論是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是非常
關心香港的青少年，亦希望香港的青少年
能夠很正面、積極地開拓他們人生的旅
程。」

對港青充滿信心充滿期盼
她又提到，自己無論是在競選期間，

或者擔任行政長官後；無論是在競選綱
領，或者在施政報告，都很重視與青年
同行，包括在「三業三政」方面為香港
的青年人推出更多的措施，或者身體力
行去接觸更多的青年人，包括前日在禮
賓府接待了大概40名在去年暑假去到
內地實習和培訓的青年人（見另稿）。
她表示，自己對香港的青年人是充滿

信心、充滿期盼，「我希望我們每一位
的青年人都能夠被培育成為有國家意
識、有香港情懷、亦有世界視野，對社
會有承擔。」林鄭月娥指，這個工作不
能單靠特區政府來做，香港很多青年組
織，不論歷史悠久或成立時間較短，都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於青少年軍總會作為成立僅3年的

新制服團體，已有一定成績，林鄭月娥
讚揚這真是得來不易。她說，自己很快
地參觀了這幢青少年軍總會大樓的設

施，感覺非常好，「雖然地方不是很
大，因為這是一所空置學校改裝的，但
有很多可以吸引青少年人來培訓的地
方。在這麼短的時間能夠建立青少年軍
總會的新會址一點也不簡單。」

退休公僕入青軍總發揮餘熱
林鄭月娥指出，青少年軍總會並無接

受政府的資助，全部都是自力更生，靠
很多慈善人士贊助這項工作，「今日在
座每一位都是支持青少年軍總會的朋
友，有人出錢、有人出力。另外，我想
特別鳴謝的就是我有很多以前的同事，
他們在各自的崗位退休下來，都很願意
加入青少年軍總會，為培育下一代繼續
發光發熱。」
她並笑言，香港特區的公務員隊伍已

進入退休的高峰潮，可以源源不絕地
「供應」特區卓越的部門首長擔任青少

年軍總會的長官和其他的重要工作崗
位。
她最後表示，希望大家在往後的日子

繼續很熱心、很積極地支持香港青少年
軍總會的發展，「我作為行政長官，亦
會繼續關心和支持香港的青年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謝鋒12日應邀為香港特區政
府公務員作「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專題報告。他表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
要組成部分，而涉港外交又是中國特色大
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步入新時代的中
國，包括香港、需要香港，也將進一步成
就香港。

向公僕介紹新時代外交
報告會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主持，特區政府三司十三局主要問責官
員及各部門副秘書長、副署長以上高級
公務員共200餘人參加。
謝鋒在報告中指出，過去5年，習近平

外交思想指引我們在世界亂象中塑造中國
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在國際變局中維護
世界和平與發展，在全球治理中貢獻中國
智慧和方案，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之路，取得了許多歷史性、開創性的重
大成就。
他續說，十九大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

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工作
總目標，對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進行了頂層設計，做出了新部署，開
啟了新征程。中國將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中國外交將為人類作出更大
貢獻。
謝鋒表示，涉港外交是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外交公署與特區政府
同一天誕生，與特區同進步、共成長，參
與和見證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
踐。
他指出，香港回歸20年來的發展歷程

充分表明，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
港更好。步入新時代的中國包括香港、需
要香港，也將進一步成就香港。外交公署
願與特區一道，共同履行好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推進
「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沿線和相關
國家」三方合作，助力香港深度參與「一
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林鄭感謝公署協助香港
林鄭月娥表示，十九大提出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然也包括融入外
交大局。作為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香
港需要更多了解國家外交，了解周邊和
世界。過去20年，外交公署大力協助香
港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國際會議、簽訂
對外合作協議。特區政府對此衷心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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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強調會與青
年同行的特首林鄭
月娥，日前與40名

民政事務局青年發展項目的參與者交
流，部分人曾到故宮及以大熊貓聞名
的四川臥龍實習。她指，參與者的分
享令她及有關官員感動，給予當局更
大動力開拓多元化青年活動。

傾聽北上實習分享
林鄭月娥前晚在facebook發帖，表

示自己與40名在去年參加民政事務局
數個青年發展項目的青年在禮賓府交
流，當中有人去過故宮博物院、臥龍
自然保護區和敦煌實習或培訓，有多
元卓越獎學金得主，也有慶祝香港回
歸20周年的青年大使。

她續指，有青年分享時，認為活動增
加了他們對國家的認識、對香港的歸屬
感及對自己未來發展的信心，令她和民
政事務局的同事很感動，也給予當局更
大動力去開拓多元化的青年發展活動。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月娥表

明在未來5年繼續增撥資源，推動及優
化各個青年發展項目，特別是為青年
提供更多到內地、「一帶一路」國家
或地區以至世界各地的實習機會，讓
他們了解各地的職場文化和就業前
景，建立人際網絡，有助擴闊他們的
視野及規劃未來職業生涯。
她提到，首次舉辦的「故宮博物院

青年實習計劃」及「臥龍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青年實習計劃」，吸引了對文
化和自然保育感興趣的香港青年參

加，讓他們對相關學科和專業領域，以
至對國家在不同方面的發展加深認識，
特區政府未來會在內地各省市提供更多

具特色及深度的實習機會，讓青年有機
會加深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和所帶來的
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禮賓府會青年 冀拓多元活動
�&

■林鄭月娥主持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大樓開幕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寄望青年有國家意識、香港
情懷、世界視野和對社會有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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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鋒早前應邀為特區公務員作專題報
告。 林鄭fb圖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在一個活動致辭時表示，中環
和西環一直都是共同合作，未來更會愈來愈多，為香港
和青年做更多的事務。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
廣泛聯繫香港各界，是促進兩地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橋
樑。香港回歸完成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十九大報告更
對香港提出新定位、新使命、新要求。因此，中聯辦深
化與特區政府的全面合作，目標一致，搞好香港，為年
輕人開拓發展空間，這是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應有之義，亦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共
同心聲。

中聯辦是基於主權原則由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工作機
構。香港回歸以來，中聯辦始終按照中央賦予的職責開
展工作，為國家的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為香港回歸祖
國和回歸後的繁榮穩定，為「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
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聯辦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促進香
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
的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
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和建議。因
此，中聯辦與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香港各界加強溝通，
準確掌握香港民情，全面、客觀、準確地向中央反映香
港的情況，協助中央制定正確的對港政策，這更符合港
人的利益和願望，更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上升為黨和國家的一大基
本方略，十九大報告強調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要牢牢掌握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與保障香港高度自治
有機結合。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憲制秩序下，中聯辦加強
與特區政府合作，並肩同行，才能把堅持「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
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

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只有這樣，「一國兩制」才能
行穩致遠。

十九大報告論述內地發展的許多戰略部署都和香港息
息相關，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的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居
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已經和內地有關部
門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等協議。這更需要中聯辦和特區政府
建立更緊密的溝通合作關係，把這些重大利好真正轉化
為香港的機遇，轉化為香港市民的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
幸福感。

香港回歸後穩定繁榮的發展成就表明，中央嚴格遵守
基本法，對依照基本法規定屬於特區自行處理的事務充
分信任和尊重，中央與香港都很珍惜「一國兩制」的來
之不易。但是，本港總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一直不
懷好意地散播「西環治港」謬論，企圖破壞中央與港人
之間的互信。王志民主任指出，「（中環西環一齊）係
為咗香港，為咗國家，為咗青年朋友以後發展做嘢。以
後一定會愈做愈多，我哋一定會愈多喺埋一齊。」他又
認為，這番話是說出他與特首林鄭月娥的共同心聲，因
為「中環西環行埋一齊」是為香港未來好。王志民主任
的話擲地有聲，激濁揚清，不僅有力粉碎反對派的謠
言，更增強港人對未來的信心。

事實一再證明，中央強而有力的支持，是香港成功落
實「一國兩制」、保持高度自治的堅強後盾，有利於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有利於香港充分運用自身優勢，積極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港人一定支持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密
切合作，為港人謀福祉。

中環西環合作 利國利港利民
香港近日發生多宗虐兒案，引發社會

廣泛關注。教育界、社福界人士指出，
社署制定的處理虐兒指引當中存在諸多
灰色地帶，操作困難，必須優化。勞福
局局長羅致光亦表示，對改善制度持開
放態度。虐兒個案一宗也嫌多，非文明
社會能容忍，香港更應盡快採取措施解
決問題，政府應該充分聆聽業界的意
見，增撥資源，完善保護兒童機制，學
校、社工更應克盡己任，主動行多一
步，防範虐兒悲劇重演。

對於如何防範虐兒個案，業界提出不少
建議，包括實行「一校一社工」、引入強
制懷疑虐兒舉報制度等。根據現行的《保
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當局在必要時可以
將兒童帶走看管，保護其人身安全，意味
着政府有足夠的法理依據介入保護兒童。

不過香港目前沒有強制通報虐兒事件的
機制，學校亦欠缺方法主動識別高危家
庭，制度上存在缺失。從陳瑞臨8歲兄長
被虐的個案可以看出，校方和社署在何謂
查詢、何謂通報的理解上存在灰色地帶，
雙方的態度是完成任務、撇除責任，不夠
積極主動。因此，完善機制、明確權責，
是防止虐兒頻發的第一步。

小學、幼稚園的前線教職員工是最直接
接觸兒童的人，承擔着通報懷疑虐兒個案
的責任，但校方普遍反映，現行制度沒有
為教職員提供專業課程，在辨識懷疑虐兒

問題上有困難。哪怕發現學童狀況有異，
往往因支援不足而「求助無門」。由於大
部分虐兒個案的施虐者是家長，家長多數
會隱瞞虐兒行為，校方往往需要社工的幫
助搜集更多資料、證據才能甄別。這要求
當局在教職員的培訓、增加駐校社工上投
放更多資源，提升甄別、防範虐兒的工作
成效。

本港虐兒現象屢禁不絕，社署去年首9
個月已接獲700多宗懷疑虐兒舉報，平均
每日逾兩宗。港大於多年前曾就全港虐兒
個案作研究，發現僅1%個案被識別，意
味着有99%的虐兒個案未被發現。既然被
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當局應該抱着寧枉
毋縱的態度，明確建立校方對懷疑虐兒個
案的強制通報機制，並鼓勵街坊鄰里主動
舉報虐兒事件，掃除在通報問題上的灰色
地帶。強制通報難免會增加學校、社工的
工作量，亦可能對被調查家庭帶來影響，
但當局可及早介入，主動跟進高風險的家
庭，以收防微杜漸之效。

幼兒缺乏自我保護能力，這就要求從事
兒童教育和保護的政府部門或社會機構，
必須時刻以兒童的人身安全為念，人人行
多一步。畢竟再完善的機制能否有效，都
需要執行的人有心，用愛心、熱誠、負責
任的態度關懷兒童，保護兒童，對每一宗
懷疑個案查根究底，不放過任何漏網之
魚，才能建立一個對虐兒零容忍的社會。

虐兒現象須杜絕 各方齊心完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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