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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3人因為去
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案而被控，
昨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黃之鋒
被判13.5個月，周庭被判10 個月，林
朗彥被判7 個月。控方指黃之鋒當日
在灣仔警察總部外扮演領導角色，發
出指示、帶領包圍警總群眾叫口號。黃之鋒等三人上
周當庭認罪，即被還柙候判。筆者相信3人認罪是為
了爭取輕判，然而判決出來，至少周庭是感到意外和
「痛哭」。
中國古語云：「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去年包圍警察

總部時，黃之鋒等人何等肆無忌憚、目無法紀，今天淪為
階下囚，有人淚灑公堂，應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去年6月由反修例風波而起黑暴，根本是外國勢力在
香港策動的「顏色革命」，黃之鋒等人充當外國勢力的
馬前卒，企圖以「自決」之名，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
去。他們以為有外力的保護傘，挑戰國家主權、安全也
可逍遙法外。
可惜，他們打錯算盤，特區政府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穩

如泰山，巍然不動，相反他們3人充當外力反中亂港的馬
前卒，等同充當漢奸，漢奸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中外歷史
證明，背棄自己的國家，不單有機會終身監禁（美國甚至
試過判死刑），更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筆者很關心香港的中小學老師尤其是「黃絲」老師會

如何解讀此次判決，他們會是洗心革面地揚棄「港獨」
思想，回歸法治正路；還是把此次判決扭曲為「暴政」
( rule by law)？
儘管有法官已回歸依法判案，但若有「黃絲」老師借

用老師之尊、課堂之便曲解法庭判決，繼續荼毒學生，
傳播錯誤價值觀，則是香港的一大禍患。如今雖然黑暴
明顯收斂，但香港要花力氣和功夫全方位「掃黃」「清
獨」，否則難言久安。希望各方不要鬆懈，愛國愛港人
士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根源
香港回歸祖國超過23年，但不少港人，更遑論國際社會，對國家

《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係及《憲法》對香港的重要

性都認知不深，部分人士對「一國」的意識有待提升。要正確及全面了

解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關係，要從《憲法》開始。

張建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
程，在國家內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
律效力。《憲法》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明
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的方針。《憲
法》亦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並推動法治
國家進程，帶領國家在建國後的高速發展，於二十
一世紀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適逢明天（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以及今年

（2020）是《基本法》頒布30周年，饒有意義，我
藉此機會再次向香港市民闡釋《憲法》與《基本
法》的關係。《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及
效力來源，沒有《憲法》這個「根」和「源」，就
沒有《基本法》、沒有香港特區。《憲法》為「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憲
制依據，是香港社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關鍵及

基石。
今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
標的建議》中，清楚提到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
治港，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
制秩序。我們必須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維
護中央權力，同時保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
「一國」的大前提下，善用「兩制」的優勢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
發揮香港特區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的關鍵作
用，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以「香港所長」服務
「國家所需」，共創雙贏。
每個香港市民都必須尊重，並有義務去深入及正

確認識、了解《憲法》和《基本法》。香港特區自
2017年起，於每年12月4日舉辦座談會，由具分量
的專家講解《憲法》發展及相關知識，從多角度向
社會大眾推廣《憲法》及《基本法》，全方位加強
在社區和學校學習及認識《憲法》的風氣。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

的首要宗旨，也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第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今年六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讓香港社會
重新回復安全和穩定。今年的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由香港特區政府舉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及勵進教育中心支持，將以「憲法
與國家安全」為主題。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端洪教授
將應邀發表主題演講，而《憲法》及《基本法》專
家將透過對談環節，從不同角度剖析《憲法》及

《基本法》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密切關係。座談會將
在網上直播，我誠邀各位市民收看。

今年特區政府亦加強國家憲法日的推廣及公眾教
育活動，例如鼓勵學校安排學生參與「2020 國家憲
法日網上問答比賽」，並在家觀看網上座談會，促
進他們全面認識《憲法》及《基本法》，增強國家
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設立了
國家憲法日專題網頁，上載相關資源供市民持續學
習。
《憲法》是國家主權的最高法律體現，不但確

立了國家的憲制秩序，更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
長治久安的基石。我希望市民能藉着國家憲法
日，更深入及正確理解《憲法》的重要性，思考
香港特區如何能為「一國兩制」的實踐開創更輝
煌的一頁。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一直關注建造工人在新冠
疫情肆虐期間的就業情況，工會在6月至8月所
進行的「建造業工人就業情況」調查，發現行
業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高企，情況已經達到水
深火熱。特首林鄭月娥在日前宣讀新一份施政
報告，篇幅主要圍繞「穩民生，創就業」，筆
者十分認同政府「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一
個穩定的社會，必須從民生入手，創造就業就
是現時社會最關鍵的首要工作。
立法會在過去一年的內耗，已經導致多項

基礎建設的財政預算未能順利通過，基建工
程出現嚴重滯後。同時，現屆區議會因被
攬炒派騎劫，對政府所進行的社區設施的建
造拖後腿，不斷要求重新審議過去已撥款及
進行中的工程，導致工程項目因未能撥款而
被迫停工，亦為建造業「創造」了大量失業
工人。另外，由於本港經濟放緩，市民置業
意慾大減，發展商因而減慢樓宇的興建速
度，延後樓宇「交樓期」。由於全球經濟因

疫情而出現的放緩，各大發展商仍抱持觀望態
度，不會貿然開展新發展項目，亦令到建造業
出現停工，或開工不足的情況。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盡快推出已經滯後多

時的地區民生工程。例如，翻新已使用多年的
康文設施，及現時全港公眾洗手間設施和行人
路工程。以上翻新工程，大都是過往財政預算
案已預留的撥款，相關政府部門可即時讓工程
上馬。另外，因疫情而停止在暑假期間所進行
的學校翻新工程，亦必須盡快推行，期望可以
在短時間內吸納現時失業的建造業工人。筆者
亦呼籲各區區議會議員，不要政治凌駕地區
民生建設，民生建設是有利社區的發展，不要
和政治混為一談。
同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開展「明日大

嶼」的大型土地規劃項目前期研究，及承諾提
供長遠而穩定的基礎建設發展項目。筆者強
調，政府若有具前瞻性和長遠性的土地發展方
向及藍圖，可為未來30年的建造業創造長遠而

穩定的建造行業的職業遠見，為年輕人士提供
有遠景和良好發展的環境，鼓勵他們入行。
政府必須做好建造業在職培訓工作，假若

業界長時間在培訓上出現缺口，未能即時
「補位」，再過多十年，建造業會明顯出現
嚴重斷層的情況。若果政府日後在工人嚴重
不足的時候才開展培訓工作，未能即時有大
批「師傅」級工人能夠提供。政府可以趁現
時作長遠的投資，投放資源在民間團體開辦
職業培訓，一來向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工人，提
供有津貼的專業培訓，讓入行幾年的建築工
人，培訓成為熟練工人；二來亦可以減輕政府
培訓負擔。
一個行業的復甦，可以帶動其他服務行業的

發展，特首應帶頭開展公共項目工程，令到整
個建造業即時「起死回生」。特首在今次施政
報告中的主題是「砥礪前行，重新出發」，港
人在過去一年，已經嚐盡了不同的磨練，期望
可以克服現時的困難，創造美好的將來。

落實施政報告創造建造業職位
黃平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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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經歷三波疫情折騰，商界本來以
為冬季傳統旺季可以追回部分損失，無
奈第四波疫情又洶湧而來。本港疫情之
所以反反覆覆未能「清零」，關鍵在於
對外來輸入病例存有漏洞，對內則在未
完全受控時心態鬆懈。特區政府需要帶
領港人痛下決心，內外兼備地完善防疫措施，香港才有
希望真正重啟經濟。
11月29日全港新增115宗新冠肺炎確診，再創本輪

疫情的單日確診新高，除了跳舞群組繼續爆發，源頭不
明個案也持續維持在20多宗的高位，說明社區傳播鏈
仍然廣泛存在。回顧第三波疫情後，特區政府採取多管
齊下的防疫措施，至9月下旬已開始受控，由10月初
到11月中每日新增個案基本都控制在個位數水平。偏
偏在這種情況下確診數字在過去兩星期內急增，好應該
深刻檢視對內對外的防疫漏洞，亡羊補牢。
要切斷社區內的傳播鏈，關鍵還是要加強自律。觀乎

過往多波疫情，引爆疫情大爆發的往往是一些室內人流
密集的場所，與本輪疫情的跳舞群組性質類似。因此，
政府必須加強對此類社交場所的限制措施，防止有太多
人群在室內聚集。
另一方面，專家分析第三波、第四波疫情都源自輸入

病例，說明本港的「外防輸入」工作仍然存有漏洞。現
時出入境人士主要是本港居民，在返港後需要在酒店進
行14日檢疫，但檢疫酒店非專門酒店，檢疫期間允許
探望等寬鬆規定，令檢疫期做不到實質「隔離」的效
果，令病毒有可乘之機。
另外免檢人士亦是各界詬病的焦點。根據保安局數

據，今年5月至9月期間，香港每月平均有超過4萬人
獲免檢入境，為數不少，即使部分行業有實質出入境需
要，但也要把免檢人士的病毒檢測和行程管理做得更嚴
謹。首先是做好對免檢人士的病毒檢測，可以做多次檢
測來降低假陰性的機會；另外可以強制要求免檢人士安
裝有追蹤功能的手機App，從而限制免檢人士只能前往
指定的工作或休息處所，而不是可以在社區自由活動。

經歷了大半年的疫情侵襲，全港市民都已有共識，疫
情一日不徹底受控，經濟民生就難以完全復原。期待特
區政府多聽取專家和各界意見，制定嚴謹的內外防疫措
施，為全港市民的健康福祉和社會經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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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妮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 MH

投身教育行業多年，筆者經常思考，如何教
好學生？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
通鑒‧漢紀‧桓帝延熹七年》有云：「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經師就是具備教育專業知識
和能力，單純傳授知識；人師就是在積極傳授
知識的同時，幫助學生樹立優良品德和提升涵
養，其重在「學生」。著名音樂家貝多芬曾
言，「把你的孩子培養成崇高的人，只有這
樣，才能使他幸福。這是財富所不能及的
事。」
筆者所接觸的教育界有不少「人師」，致力

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可惜，整個社會以考試
成績作為學生成功的指標，而家長則以孩子成
績考量學校和老師，令老師不得不把精力放在

傳授知識。再者，現今投訴文化盛行，部分家
長以消費者自居，投訴學校的情況與日俱增，
致使尊師重道的風氣不再。
面對傳統價值不斷受衝擊，尊師重道的文化顯

得別具意義。再者，國家要振興，也必須重視老
師。《荀子‧大略》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
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教師受尊重，國
家的法律制度就能得到保存。
其實，「敬師」是一種感恩心。中國擁有五

千年文明歷史，推崇尊師重道。拜師敬茶的儀
式，早有記載。徒弟為師父敬上一杯茶，舉杯
齊眉，以腰為軸，躬身將茶獻出，莊重地對師
傅表示恭敬之意。當師傅接過那杯茶，表示正
式收之為弟子，即是「經師」，亦為「人

師」。故有「一日為師，終生為
父」之說。
敬師奉茶，源於茶能清心，師生之間傳授與

學習，需要靜心，從心體會。教師期望在自己
教導下，學生一代勝一代。所謂「千秋大業一
壺茶」，幫助學生實現為家為國的千秋大業，
就是從接下手中「敬師茶」開始。筆者看過一
篇報道，關於台灣佛光山普門中學行古禮，推
行敬師奉茶謝師恩，場面溫馨動人。

為了弘揚「敬師」的優良傳統，教聯會冀讓各
位在品茶的同時，感念諄諄教誨的師恩，彰顯奉
茶敬師的優良美德。我們希望讓香港市民重拾對
教師的信心，推動敬師尊長的優良品德，培育未
來棟樑，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

秉承敬師奉茶傳統 重塑尊師重道美德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改革高中通識教育科，
直面通識科「被異化的問題」，讓學科「成為
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
識、培養明辨慎思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
的課題，學習有關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及
法治等元素的平台」。事實上，通識科一直為
社會人士詬病，當中教師施教時立場偏頗，甚
至把科目變成為暴亂的溫床。特首果斷行動，
提出改革之議，應予肯定。教育局隨後提出科
目改革的細節，引來個別團體反對，當中許多
論點，都是無的放矢。

首先，有論者謂改革倉促，未經諮詢，又說
會影響國際認可云云。事實上，多年來，不少
通識教材未經送審，內容參差不在話下。大部
分教師施教時為配合專題，使用不少時事新
聞，又或自擬教材。倘若在所有教師都恪守道
德的年代，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捫心自問，近
一兩年，多少學生被捕？多少中小學教師、教
學助理，甚至大學教授被捕？又或把「違法達
義，公民抗命」的歪理變成「真理」，荼毒青
少年。不少年輕的教師更以關心社會之名，鼓
吹學生，甚或自己也直接參與暴動，破壞法
紀。試問，大部分教師還能夠以「中立」的態
度與學生討論時事嗎？當教師立場變得偏頗，
容易煽動學生的情緒。如是，已違通識科的基
本原則，甚至把此科變成時事評論課，根本沒
法讓學生真真正正明辨是非。

若說「改革倉促」，其實並不合理。早在
2017年，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已檢視中小學
課程，歷經諮詢，才於本年9月向教育局提交檢
討報告。當中早已建議維持「必修必考」和縮
減課程內容等。可見，業界和社會早已對此有
深入的討論。如今，教育局更具體地提出把通
識科易名，評估基制改為只分合格或不合格，
而課時則刪減一半。如是安排，用另一角度看
其實是「拆牆鬆綁」，要是刪減課時和不再分
等級，結果倒是減輕師生壓力，師生又怎會應
付不來？另一方面，香港
的考評機制早為國際認
可，而各學科不時也會改
動，與時俱進，豈會因某
科修訂而動搖國際認可
呢？
再者，有教育團體領頭

人謂「通識科改革是政治
考慮凌駕教育專業」，
「謀殺了通識科」。顯
然，這又是極為煽情的評
論，論者其實是本末倒
置。作為教師，走上街
頭，又或在社交媒體發表
仇警言論，甚至扭曲史
實，灌輸學生錯誤的價值
觀。如是觀之，究竟是誰

「政治考慮凌駕教育專業」呢？歸根結柢，誰是
始作俑者？說到通識教育培養學生「批判思
維」，但必須知道，「批判思維」應建基在事實
與資料之上。關鍵在於學生是否掌握堅實的知識
基礎，例如對憲法和基本法有充分和全面的認
識。倘若把所謂的「批判思維」作為幌子，實質
以歪理鼓動學生犯法，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過去兩年的事情，足以證明通識教育科改革

來得及時。不要再把政治紛擾帶入學校，讓校
園回復平靜，相信這是廣大市民的心願。

改革通識科來得及時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通識科存在的問題由來已久。圖為有政黨舉行記者會，促教育局完
善通識科監管，守護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