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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香港

前幾日，我在輔導孩子學習英語時，無意中翻到
廣州牛津版小學六年級英語教材裡有篇《A trip to
Hong Kong》的課文，講述的是一個小朋友在媽媽
的陪伴下，周末前往香港旅行的經歷。課文中的這
個小朋友去了迪士尼樂園遊玩，到了繁華的商場購
物，更驚喜的是與同學小玲在香港的大街上不期而
遇。讀完這篇充滿童真、童趣的課文，不禁讓人羡
慕小主人公在香港度過了一個歡快、溫馨的周末。

這些年來，因為個人工作等原因，不僅孩子多年
一直想到迪士尼樂園遊玩的願望未能實現，而且自
己雖然在珠三角城市生活了二十年，亦未能前往香
港實地感受「東方之珠」的魅力。我對香港的印象
依舊停留在電視中的畫面、報刊上的圖片，停留在
那一次次隔海遠眺的記憶。

第一次對香港留下深刻印記是在二十二年前的
1997年，那時的我還是一名軍校學員。這一年的7
月1日迎來了香港順利回歸，學員隊領導打開全隊

唯一一台電視機，破天荒地從6月30日晚飯後
播放到了7月1日凌晨，讓我們

通過現場

直播感受香港回歸的神聖時刻。當電視畫面播到中
英雙方防務交接儀式，中方指揮官譚善愛聲若洪鐘
說道「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
營，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時，同樣身穿軍
裝的我自豪感油然而生，眼眶裡情不自禁地湧出激
動的淚水。7月1日上午，我們繼續圍坐在電視機
前觀看慶祝活動的報道，全國各地洋溢着節日般的
喜慶氛圍，每一個人都祝願，每一個人也都相信，
漂泊海外一百餘年的香港，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
後，它的發展將更加繁榮、穩固，它的前途將更加
光明、燦爛。

第一次親眼見到現實中的香港是在十二年前的2007
年，那年的我第一次跨過關口、走出內地，成為駐
澳門部隊的一員。住進駐軍大廈營區的宿舍後，我
拉開窗簾，透過窗戶向東望去，只見深藍色的伶仃
洋上貨船來來往往，一艘高速客輪劃出一道白線向
東急速航行，遠處是蒼翠的群山和蔚藍的天空，一
架徐徐降落的飛機，在夕陽的斜照和群山的映襯下
清晰可見。看到這畫卷一般的美景，我趕緊找出地
圖查看，發現遠處的群山是香港的大嶼山和屯門
山。這讓我大感意外，沒想到第一次親眼見到現實中
的香港，竟然是在伶仃洋西岸的澳門。站在高樓遠眺
40餘公里外的香港，雖然只有群山連亙，未見高樓大
廈，但從每隔數分鐘就起降一個航班來看，亦可窺見

香港繁華熱鬧的程度。從那以後，我喜歡上了在宿舍
憑窗遠眺，看客輪貨船在伶仃洋上來回穿梭，看各
式飛機在山海相接的地方騰空而起，看夜間星星點
點的漁火與遠處若明若暗的燈光交相輝映，看颱風
來臨時窗外暴雨傾泄、海上波濤翻滾……

人生就像一次目的地不確定的旅途，未曾料到自
己職業生涯的後半程竟與香港結緣。2019年初，我
脫下了軍裝，轉業到香港中聯辦廣東聯絡部工作，
成為踐行「一國兩制」事業的一分子。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是個喜慶之年、
大慶之年。然而，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借「修
例」問題，肆意踐踏法治，惡意破壞社會秩序，從
癱瘓香港國際機場，到破壞港鐵設施，從打砸立法
會，到偷襲警員，各種惡性事件輪番上演，把香港
搞得烏煙瘴氣、動盪不安，不僅給舉國歡慶的氛圍
帶來不和諧的雜音，更讓香港這顆「東方之珠」蒙
上了陰霾、失去了光芒。更有甚者，激進勢力還煽
動、教唆年僅12歲的青少年參與違法暴力事件。這
些青少年本該像我的孩子一樣坐在明淨的教室裡，
遨遊在知識的海洋中，現在卻被別有用心之人蠱
惑、煽動衝到了亂港集會第一線，既讓人氣憤，更
令人痛心！

「爸爸」，孩子的喊聲把我從回憶的思緒中拉回
到現實裡。看到我在翻看《A trip to Hong Kong》

這篇課文，孩子禁不住問道：「你現在的工作不穿
軍裝了，我們一家人是不是就可以去香港旅遊
了？」

「恐怕這段時間不行，我們還得再等一等。」想
到香港目前混亂的局面，我只能無奈地回答他。

「那還要等多久呢？再等下去，我就長大了，到
那時就沒有興趣去迪士尼樂園遊玩了！」孩子臉上
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我安慰他道，「我也沒有到過香港，也很想早點
去那看看，相信我們不會等得太久！」

廣東聯絡部 李洪敏

■香港維港鳥瞰。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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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 ) 剛出爐的施政報告建議大幅度增建過渡

性房屋，目標在未來3年提供1萬伙；政府預留的建設費資助基金，亦由

早前公佈的20億元增至50億元。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交代多項資助詳情，新建的每間過渡屋的資助上限介乎20萬至55萬元不

等。資助協議還規定，過渡屋的租金水平需較市值租金低。

據運房局提交立法會文件指出，截至今
年9月，由不同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過

渡性房屋單位共620個，至於現有及已公佈
的項目，則預計可提供960個單位。為促成
更多過渡性房屋項目，及達到3年提供1萬
個過渡屋的目標，政府建議明年第二季推出
「過渡性房屋資助計劃」，總資助金額由20
億元，加碼至50億元。

日常運作保養開支無資助
運房局指出，項目申請者可就單一個項
目，分階段提交多項資助申請。如將空置住
宅單位改裝成過渡屋，每個單位最多可資助
20萬元；於空地搭建臨時過渡屋，以至非住
宅物業（如工廈、學校）改裝過渡屋，則每
個單位最多資助55萬元。擬議的資助範圍
還包括地盤工整及斜坡改善工程、搭建臨時
構築物（包括組裝合成法）、修茸破舊處

所、鋪設排水管或污水渠等。至於日常運作
及保養開支，則不屬於資助範圍。
運房局稱，過渡性房屋預期營運應不少

於3年，但在特殊情況下，少於3年營運期
的項目亦可獲考慮，但資助上限會較低。
局方又表明，過渡屋的租金水平應較市值
租金低，並在資助協議中訂明。至於項目
所得的盈餘，運房局建議營運者將盈餘投
放於項目的改善、其他過渡性房屋項目，
或事先獲運房局同意的其他社會福利用
途。

倡設丙級政務官監督資助
考慮到擬議的資助計劃複雜及敏感性，政

府建議開設一個為期5年的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職位，以監督資助計劃，並為過渡性房屋
專責小組提供政策支援及督導，直至2025
年3月31日，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為217.98

萬元。
而政府亦擬於2020/21年度在相關的專

業、行政、文書及秘書職系開設10個有時
限的非首長級職位，為期5年，所需增加的
年薪開支為892.8萬元。

鄭泳舜冀政府續加大角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跟進不適切住屋

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主
席鄭泳舜表示，歡迎政府接納民建聯的建
議，增加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人手編
制，以配合大幅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並
成立吸納非官方人士參與的評審委員會，
審核和監督過渡性房屋項目；並促請政府
繼續加大角色，如將興建過渡性房屋的
工作交由房委會、房協和市建局等機構

負責。
對於資助範圍及上限，鄭泳舜認為當局須

諮詢非政府機構的意見，並留有彈性的處
理；希望有關建議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討論，並吸納多方意見後，盡快交由財委會
審議。而在撥款獲得通過前，政府亦應提供
中途資助方案，讓有興趣的項目申請者如期
提交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
資會旗下負責管理研究基金的研資
局，昨日發表第二階段檢討工作小
組的最終報告，提出13項建議，包
括檢討整體研究資助組合、不同學
科範疇獲分配研究經費的計算，及
闡明處理利益衝突和不當的研究行
為的操守指引及程序等。
研資局的第二階段檢討去年2月

底開展，審視範圍包括研究評審和
監察程序，資助計劃的推行時間，
及防止利益衝突的安排等。昨日發
表的報告提到，現時香港的研究資
助以小型計劃為主，平均資助額約
60萬港元，只夠聘用一名研究助理
兩三年，令普遍研究人員認為香港
研究經費水平低，建議應就不同研
究資助作整體檢視，包括考慮在小

型項目和大型團隊項目的資助之間
保持適當平衡。
報告並提到，現時生物學及醫

學、商學、工程學、人文學及社會
科學，與自然科學等不同學科間，
經費申請成功率差異較大，不少學
者質疑當中有不合理及不公平之
處，建議應重新檢視分配預算方程
式，確保不同學科決定申請成功率

和資助額的方式一致，或闡明需存
在差異的理由。
就研究操守議題，報告指，研資

局已就避免利益衝突進行大量工
作，亦已制定周詳程序，處理涉嫌
不當的研究行為及違反研究道德的
指控，但仍需要進一步闡明相關指
引及程序，並提醒各大學、研究人
員和評審員予以遵從。

研資局次階報告 倡增資助大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癌症資
料統計中心（HKCaR）昨日公佈本港
2017年患癌統計，發現2017年新增癌症個
案達33,075宗，為歷年最高，按年新症增
加率為5.1%，為近10年高峰。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總監黃錦洪分

析，現代人飲食和生活習慣的改變，對於
癌症發病率有一定影響。
由於中心處理數據需時約22個月，在昨
日公佈的香港2017年患癌統計已屬現有最
新的數據。根據統計，全港常見癌症首位
是大腸癌，2017年度錄得5,635宗新增個
案，其次為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肺
癌仍為癌症第一號殺手，2017 年共有
14,345宗癌症死亡個案，其中3,890宗為肺
癌患者，佔比27.1%。
2017年，新增女性乳腺癌中有4,373宗

入侵性乳癌，另有636宗原位乳癌，患病

年齡中位數分別為57歲和54歲，死亡率為
每10萬人18宗。
統計分析指，55歲以上女性的乳癌患病

率處於穩步增長中，預計未來10年香港乳
癌個案會持續上升。男性前列腺癌錄得
2,240宗新症，患病年齡中位數為71歲，55
歲至84歲各年齡組別的發病率都所有上
升。
自上世紀1991年以來，除鼻咽癌外，香

港主要癌症發病數字基本呈上升趨勢，其
中男性前列腺癌、女性乳腺癌和大腸癌升
幅最快。黃錦洪指出，飲食和生活習慣的
改變對癌症發病率有一定影響，但同時診
斷和治療技術亦在進步。
他指出，2017年衛生署推出第二階段大

腸癌篩查先導計劃後，65歲至69歲年齡組
群的大腸癌發病率出現明顯升幅，凸顯盡
早確診癌症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朱燁）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擬
赴台自首，但台灣當局一再要求特區政府「交人」和「司法協
助」。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指，香港特區政府已就此多次發表
聲明並正在處理有關事件，強調民進黨當局不要再進行政治操作。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有關提問
時指出，港台雙方已就陳同佳赴台安排展開聯繫，希望雙方在尊重
各自司法制度下務實處理。

馬曉光促民進黨勿再政治操作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及就

陳同佳刑滿出獄表示願赴台自首後，台灣當局處理此案的態
度和說法前後不一時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已就此多次發表聲
明並正在處理有關事件，民進黨當局不要再進行政治操作。
在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就該案向保安局局長提
出書面質詢，要求特區政府交代目前有無計劃透過現行機制
處理陳同佳赴台一事，為死者討回公道，以彰顯公義。
李家超在書面答覆中表示，香港目前並無法律與台方進行

逃犯移交及刑事司法協助，並重申涉案人已服刑完畢，是自
由人，特區政府無權如台方所述去將他續押或對他施加強制
措施。
他續說，特區政府收到涉案人的來信後，已即時透過香港
警務處向台灣當局轉達了涉案人的意願，同時向台方表示港
方會協助他作出相關安排，並樂意向台方提供一切所需的合
法可行協助，但這必須在台方尊重香港法律及司法管轄權的
原則下進行。
李家超指，港台雙方已就涉案人赴台安排展開聯繫，希望

雙方在尊重各自司法制度下務實處理，努力尋求方案讓願意
自首的涉案人盡快到台灣接受審訊，讓其有自新機會，讓法
治及公義得以彰顯，讓遇害者的家屬得以釋懷。
李家超強調，殺人的罪行發生在台灣，死者屍體、主要證

人、證物及相關證據均在台灣，台灣對案件絕對有司法管轄
權。他表示，自去年12月，台灣當局亦對涉案人發出通緝
令，之後更把通緝令訂為永久有效，特區政府認為既然涉案
人已表達自願到台灣接受審訊，又是台方的通緝犯，到台自
首與司法協助無直接關係，完全可在司法協助以外直截了當
地處理。

患癌新症年增5.1% 近10年高峰

■新增癌症個案達33,075宗，屬歷年最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空置住宅單位改裝成過渡屋，每個單位最多可資助20萬
元。圖為漁光村「暫租住屋」過渡性房屋。 資料圖片

▲空地搭建臨時過渡屋，每個單位最多資助55萬元。圖為
過渡性房屋概念設計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