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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香港已在無盡的爭拗中錯失了太多。
曾經熟悉的她變得有些陌生，曾經令人激賞的香
港精神似乎也變了味道。來港這些年，見過香港
的好，亦經過香港的至暗時刻。咂摸之下，其中
最動人心弦的，或許還是那些身邊樸實的人與
事，以及從這些充滿人生智慧和俗世溫情的香港
故事裏所流露出的，依稀可辨的香港精神。駐港
三年間，我陸續發現和感受到一些香港令人稱道
和敬佩之處，也一直為香港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
和精神狀態而感動着。

首先，香港文化傳統與現代時尚水乳交融的特
質動人心弦。在這裏，你既可以領略到最原始的
土戲台、最古老的涼茶舖、最原汁原味的神祇文
化，也可以隨時隨處接收最前沿的時尚訊息、欣
賞最另類新奇的節目演出，以及品嚐到來自世界
各地風味大相徑庭的美食。在這裏，西方的前衛
新潮撲面而來，東方的含蓄典雅亦是深入骨髓。
你既可以感受到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所擁有的接
納姿態和包容胸襟，也會感動於它那濃得化不開
的東方神韻。

據我觀察，香港的古老傳統是一種悠然自得的
生活方式，他們在這慢節奏的生活中溝通情感，
謀求發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香港的茶樓
文化，歷經久遠，卻依然能夠在這高速運轉的城
市機器裏，悠閒而自得的存在着，正是香港人崇

尚恬淡、返璞歸真，注重倫理親情承襲的表現。
比起那些鱗次櫛比的西式酒吧，或許深具中華文
化底蘊的港式茶樓才是他們的心之安處。一盅茶
幾件點心，三五好友在這裏坐得住、傾得來、樂
得逍遙。現代社會之快捷，可能是我們無法避免
的發展節奏，但留存在靈魂深處的情感和韻律，
才是骨子裏無法磨滅的永恒印記。

其次，讓人感觸頗深的是香港人不怕吃苦、
努力奮鬥的精神。炎炎夏日佝僂着身體的保潔
工人，推着沉重的垃圾車行走在擁擠的路面
上，保城市一方清潔。風雨裏，忙着卸貨的小
夥子汗流浹背，疫境之下，為人們送去賴以生
活的基本物資。公園中、馬路上、樓梯間、餐
廳裏無處不在辛勤勞作的人們，都是一份建設
家園的力量。中青年人自不待言，在香港隨處
可見七八十歲的餐廳侍者、保潔工人、大廈安
保、的士司機，依然堅守在生產生活一線就不
禁令人肅然起敬。他們減輕了社會和家人的負
擔，將責任扛在自己的肩上，為香港的發展奉
獻了自己的一生。我住的跑馬地附近有一家叉
燒店，裏面經常會見到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婆
婆，開心地洗碗、清潔衞生。她性格開朗、為
人熱心，招攬了不少食客。後來老闆娘告訴
我，婆婆在店裏做工幾乎不要錢，工作對她來
說早已成為一種心理需要，一種植根於內心深
處自覺自為的精神訴求。生於斯長於斯奮鬥於
斯，在這裏，不怕吃苦、努力做事已經成為一
個人最樸素的生活理念。

再者，香港人勇於創新、不斷學習的精神一
直都在。在這裏，活到老學到老不是一句空

話。每個人都在不斷學習和探索中得到成長和
歷練。比如對於語言的掌握，在香港社會一個
人精通多種語言並不稀奇。即便是街市賣菜的
小販、快遞送貨的工人、超市的售貨員，都能
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港式英語，甚至印尼
語。我曾問過一名街市魚檔的工人，他說語言
代表着更多的資源，可以賺多些錢讓生活過得
更好，樸實的話語中充滿了生活智慧。在香港
大多數的人都擁有多個不同的從業資質證書。
他們不會將自己固步自封在一個領域之內，而
是多方開拓，為自我發展尋求更多機會。有次
去看演出，我有幸認識了一位藝術團的朋友。
起初我以為他只是一個藝術行政，可是後來我
發現他不僅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八級證書，
已從事相關音樂培訓工作多年，而且還是一個
畫家，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辦過畫展。更令我
感到詫異的是，最近我還發現他自學了會計、
律師、茶藝和心理諮詢，並在這些領域已略有
小成。或許，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香港人的
縮影。他們總是會通過不斷學習和突破自我，
一方面成就自己，同時也令整個社會得以更暢
順運行，彰顯無限生機與活力。

香港還是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城市。在我所
到過的眾多城市中，彈丸之地的香港，其社區
敬老院和兒童活動中心的數量是最多的，使用
也是最充分的。這裏常年有着豐富多彩的文化
體育生活，失智的兒童和行動不便的老者被社
區義工們呵護得無微不至，時常可以見到他們
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市政建設方面，幾
乎每一處公眾場所、康樂設施，都設有淋浴

間、更衣室、母嬰室等，為市民生活日常提供
了極大方便。

香港是一本打開的書，關於她的故事似乎永遠都
講不完。包納萬有而又初心不改，是香港這座古老
而又年輕的城市彌足珍貴的精神品質。在香港的大
街小巷，隨處可見對於傳統和信仰的敬畏，其廟宇
之多、神位之廣泛，遠出我的意料，讓人深切感受
到在傳統民族風情被西方文明裹挾的歲月裏，在歷
史的風欺雨侮之中，香港依然頑強地保存並堅守着
這久遠的風俗習慣和精神信仰，從未完全成為西方
世界精神上的奴隸。這是難能可貴的，也為香港的
未來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重拾獅子山下的香
港精神，不斷追尋香港文化上華夏文明的一脈相
承，巧用西方的資源、觀念和方式方法，擴大
經濟文化交流的圈子，背靠祖國，以內地廣
泛的資源和龐大的市場為支撐，自然
會創造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重拾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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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文部 王新榮

●疫下送外賣。 中通社

疫累近四成失業家庭陷貧窮
高中低學歷失業率均超8% 社聯促設短期援助紓困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逾一

年，失業率持續高企，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按去年第三季失業數據，分

析本港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情況，發

現有近四成失業及就業不足的家庭

陷入貧窮，且影響範圍廣，失業者

不限於低學歷人士；無論小學、中

學抑或專上教育學歷的失業率均超

過8%。社聯促請政府設立短期失

業援助，並進一步放寬在職家庭津

貼申請門檻至36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社聯按本港去年7月份至9月份的數據，分
析本地失業、就業不足人士特徵及對個

人、家庭的影響。社聯總主任黃和平指出，失
業時期的中位數由去年第一季的69天，持續
上升至第三季的108天。整體而言，目前有
17.1%、即近36萬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最少
有一名成員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情況。黃和
平坦言，失業家庭的貧窮率達39.2%，令人關
注。

居公屋人士失業率最高
若按住屋類型劃分，居於公屋的人士失業率最

高，達10.3%；其次是居屋等資助房屋，失業率

為6.9%；居於私樓人士的失業率亦達5.8%。
黃和平表示，受疫情影響，中層及基層職業
失業率同樣急劇上升，且失業者亦不限於低學
歷人士；無論小學、中學抑或專上教育學歷的
失業率均超過8%，其中專上教育（文憑/證
書）更達最高的8.9%。
他說：「專業人員、經理及行政級人員、輔
助專業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
作員及裝配員，其貧窮率均高於40%，反映不
同階層一旦失業，同樣面對貧窮風險。」

中層家庭難申綜援缺支援
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補充，不少中層家庭本

身生活「過得去」，不易申請綜援，目前較少
福利計劃可協助他們。他認為，特區政府日前
宣布放寬職津門檻，其本質是協助仍在工作
者，卻幫不了失業人士。
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一再強

調，臨時失業援助金不可行，更形容為「非合
理的社會政策」，黃健偉卻認為目前的失業情
況與平時有本質上的分別。
他解釋，如失業率低至近乎「全民就業」

時，失業時數期短，但目前失業率高企，失業
時期亦更長，建議政府設立短期失業援助，並
進一步放寬在職家庭津貼申請門檻至36小
時，同時研究失業保險制度及改善綜援制度。

教聯會促財案撥億元開發國安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修例風波期間
有大量年輕人違法被捕，有教育界組織認為年輕人
守法意識及國家觀念薄弱，做好「一國兩制」教育
刻不容緩，促政府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撥款1億元，
鼓勵學校開發合適的國情國安校本教材，並設立分
享平台，供業界互相借鏡參考，共同做好國情國安
教育的工作。
2021至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將於本月24日發
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就此提出多項教育
意見。就有關加強國情國安教育，教聯會認為過
去香港教育過於強調「兩制」的差異，卻忽略了
「一國」的重要原則，令學生對國家的概念模
糊，削弱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因此，該會建議
政府提供相關津貼，讓學校開展多元化的國情國
安教育活動，並建議政府撥款1億元，鼓勵學校
開發合適的國情國安校本教材，及設分享平台供
業界互相參考。

冀向全港校發防疫津貼

教聯會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為教育界帶來挑
戰，要求政府撥款全面提升學界的資訊科技軟硬
件配套，並為基層學生提供津貼購置電腦及網絡
設備，克服網上學習遇上的困難。該會並期望局
方定期向全港學校發放防疫津貼，並預留資源為
教職員分批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確保校園安全，
保障師生健康。
此外，教聯會關注幼稚園和小學界別面臨的不同

問題，包括要求政府提供一筆過撥款，保障幼師在
這財政年度內不被裁減；增加幼教編制人手，師生
比例由目前1:11改為1:10（不包括校長、副校長及
主任），讓幼童得到更全面的照顧；並增設幼稚園
行政人員職位，以支援幼稚園會計、文書及資訊科
技等工作。
小學方面，教聯會期望政府盡快理順小學中層

人手及薪酬架構撥款放上財委會議程，讓撥款能
夠盡快通過；長遠持續提升小學中層職位的比
例。同時，提升開辦6至11班小學校長的職級至
二級校長，藉此挽留人才。

雲南綠食香港在線推介會順利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農曆新年臨近，年貨市場促銷，電商
導購平台也紛紛啟動「年貨節」吸客。「雲上年味 溢
滿香江——2021雲南綠色食品香港在線推介會」日前順
利舉辦，線上線下反應熱烈，以「健康、綠色、生態」
聞名的雲南特色食品受到香港消費者青睞。
此次活動是在雲南省商務廳的指導下，由雲南駐香港

商務代表處主辦，香港文匯管理學院、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全媒體新聞中心承辦，並得到雲南省港澳辦、雲
南省政協港澳委員聯誼會的支持。
推介會上，醇香四溢的雲南普洱茶、肥瘦適中的宣威火

腿、爽口開胃的酸醃菜、味鮮醇厚的昭通醬、香辣可口的
單山蘸水、爽脆彈牙的雲耳、珍貴天然的野生乾菌、活血
補身的三七等雲南原產佳品在直播間悉數登場；華潤萬家
（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聯記號
有限公司、雲南旅港同鄉會、瀾滄古茶有限公司香港辦事
處、點點綠有機健康食品店、昆明南亞東南亞進口商品商
貿有限公司等合作商家逐一出鏡，充分展示已在港銷售的
豐富多樣的「雲滋味」。
推介會採用現場直播的形式，與觀眾即時互動交

流，現場解答觀眾提問，直播觀眾紛紛參與討論，購
買熱情高漲。推介活動受到參與商家和觀眾的一致好
評。雲南駐香港商務代表處期待通過直播推介展示雲
南食品的自然魅力、綠色魅力、健康魅力和發展魅
力，並希望以此不斷推動和持續深化滇港合作。

社聯建議
●設立短期失業援助，協助基層市民解決燃眉之急

●放寬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進一步下調職津的最低工時要求至36小時

●向所有合資格領取全額職津的家庭發放雙倍職津津貼

●全面開展失業保險制度的研究及諮詢，以協助不同階層的失業人士在
短期失業期間維持穩定生活

●盡快改善綜援制度，令更多有需要的人不再被排拒於綜援制度之外

資料來源：社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社聯指社聯指，，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中層及基層職業失業率同樣急劇上升中層及基層職業失業率同樣急劇上升。。

▶▶整體而言整體而言，，目前有目前有1717..11%%、、即近即近3636萬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萬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
最少有一名成員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情況最少有一名成員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情況。。圖為香港街頭一家圖為香港街頭一家
店舖打出結業清貨的告示店舖打出結業清貨的告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推介會採用現場直播的形式推介會採用現場直播的形式，，與觀眾即時互動交流與觀眾即時互動交流，，
現場解答觀眾提問現場解答觀眾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