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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上月底正式
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在課程內容上
亦從以往的六大單元減少至
香港、國家和世界三大範

疇，相對以往而言，內容鋪排的脈絡可以說是更加聚焦，從
學生生活的香港社會一步一步向國家甚至全球發展。同時，
改名後進一步釐清了科目宗旨，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負責
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建立正面價值
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在課程考核方式上，一方面免除了
「獨立專題探究」，減輕了學生的工作量，同時在評核上只
設「達標」與「不達標」，筆者相信與往屆接近九成合格率
的舊通識科對比，新學科要取得「達標」理應不困難，真的
達至教育局經常提倡的「求學不是求分數」。

但新科的開展落實中，有教協理事老師公然在電視節目中
稱，怕新科目中有所謂的「紅線」、教師不能教授國家發展
的負面影響。筆者不禁反思一個問題，為何老師需要問這個
課程「紅線」的問題？難道他就是希望知道紅線在哪，然後
專門整理一些「擦邊球」的教材予前線老師，繼續荼毒莘莘
學子？

筆者相信無論是任何一科的老師，我們都是採取正面教
育，相信各位看官自小接受的教育應該都是教導我們如何成
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而不是怎樣才可以在法律的漏
洞中踩鋼線吧？何況在資訊自由的香港，學生在互聯網上接
受各種各樣的信息，我們真的需要開設一科專門教授內地負
面資訊嗎？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香港回歸快將24年，但「愛國」在香港教育仍舊被妖魔化
成為「洪水猛獸」，公社科的出現正是撥亂反正！林則徐曾
寫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愛國不
需要理由，愛國教育也是天經地義！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今天香
港走向新時代，是時候正確認識中國共產
黨，正確認識它對國家和香港的貢獻。只有
更多港人對中國共產黨有正確的認知，了解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地位，以及
今天治國理政的方向及邏輯，香港才可能實現撥亂反正、長
治久安。

根據中國憲法，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
質的特徵。可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香港被污名化。不少人
士、媒體，固守早年陳舊印象，對中國共產黨強大糾錯能力
與巨大進步視而不見，對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取得飛速發展
刻意迴避；有的對個別問題無限放大，刻意引申到全局。偏
見之深誤導不少市民，這也是一些人只要「兩制」，不要
「一國」的根源。

我們可以藉着回顧最近40年的成就，審視中國共產黨執政
成果：1980年，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1.7025%，到2020
年，中國的GDP總量已佔世界總量的16.2763%，排名從全球
第十二名升到第二名。這樣的發展速度，世界上哪一個執政
黨做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美國官員曾質疑中國共產黨不
能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但是去年，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
勝利，解決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令全民奔向小康成為現
實。這樣的世界奇跡，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也成功實踐在去年
的抗疫戰中。中國用二至四個月時間控制住疫情，死亡人數
不足5,000，這在人類醫學歷史上不曾有過。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
「理解中共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人
民對中國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3.1%，創2003年該調查進行以
來新高。世界上哪個執政黨有這麼高的滿意度？

在香港問題上也是這樣。「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公約
數，是港人公認的最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的獨創，作為國策寫進了憲法。中國共產黨悉心
呵護「一國兩制」，更希望「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回
歸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出手，都源於對「一國兩制」走
偏的擔憂，希望通過「一國兩制」，帶給香港更大的福祉。

偏見源於無知，影響人們作正確判斷，能夠放下心魔，走
出偏見誤區，才會更加坦蕩。

積極推廣國安活動 樹立知法守法氛圍
今年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是

自去年中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國安教育日，

備受社會各界關注。今年國安教育日活動首次由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辦，統籌舉辦多

項活動，以及安排相關的公眾宣傳和教育，推廣

國家安全。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根據官方網頁顯示，今年國安教育日的活動
包括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全民國安．家安
．同心匯──全民同心大拼圖」活動、多個紀
律部隊訓練學校開放日，以及多媒體創作比賽
和公眾教育展覽等。上述活動多元而且別具特
色，予人眼前一亮的觀感。

在學校層面，教育局早前建議學校於每年4月
15日配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安排學習活
動。據了解，目前不少學校已於當天安排了相
關學習活動，包括舉行升國旗唱國歌活動、早
會/周會/班主任課分享、遊戲及比賽等，亦有學
校參加由局方舉辦的網上問答比賽及壁報設計

比賽。以上活動實屬難得，筆者呼籲學生好
好把握機會，從中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加強認識法治和國情，增長個人見識。

加強到校宣傳推廣
相較過往的基本法推廣活動，今次由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主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活動，比較全面而有系統，涵蓋不同類型的國
家安全活動，讓不同年齡及階層的市民都能參
與其中。至於宣傳方面，則通過不同的媒介傳
播有關訊息，較以往有所進步。筆者相信，是
次「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能收穫一定的
成效，加深大眾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要做好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任重而道遠。
除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外，
政府應持續做好相關的推廣活動，讓國家安全
的概念能夠根深柢固植根在市民心中。當中，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擔當重要的角色。筆者建

議可參考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的做法，針對時
下青少年的需要，透過話劇及講座等，主動到
校宣傳有關訊息，正面引導他們知法守法。同
時，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妨加強與學校的合
作，多提供相關教學資源，支援學校做好國情
國安教育工作。

持之以恒舉辦系列活動
政府亦應該善用媒體進行推廣，向社會各階

層宣揚國家安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目前，官
方設立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頁及社交
媒體平台，推廣有關活動。日後，政府可繼續
透過上述平台，持續更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
訊。為了吸引更多市民瀏覽，政府應着手加強
相關資訊的包裝，提升互動性。

此外，過去有關駐港機構的參觀活動，深受
市民歡迎，惟名額僧多粥少。特區政府可加強
與內地相關部門聯繫，探討舉辦更多參觀活動
的可行性，讓更多有興趣參觀的市民，特別是
中小學生，能夠多親身了解各個駐港機構的工
作，加強對國家的了解，增進國民身份認同。
同時，參考今次舉辦紀律部隊開放日的經驗，
日後考慮定期舉辦相關開放日，讓市民多了解
各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的工作。

從整體上來看，近月特區政府開始重視推廣
國情國安教育，特別是今次「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的系列活動，讓人耳目一新。筆者期望
政府能夠持之以恒，做好相關的宣傳教育工
作，提升整個社會對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
感，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社會氛圍。

2011年3月，9級強震以及伴隨而來的
海嘯使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受損，3個反
應堆融毀。為冷卻反應堆，必須持續用冷
水降溫。日本有關如何處理冷卻產生的含
氚核廢水的討論已維持數年。雖然日本政
府強調，水中低濃度的氚即使被飲用也不
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但仍引起日本環
保活動人士、漁民以及周邊中韓等國的高
度關注。

東電以及日本政府官員都強調，除了氚
以外的多數放射性物質都可以通過過濾減
少到安全範圍，而現有技術雖然無法將氚
從水中去除，但少量的氚對人體無害。但
更多專家指出，低量含氚的核廢水在大量
排出後，對海洋生物的長期影響暫時未
知，但存在巨大風險。

首先，核廢水的放射性原則不僅包括有
氚，還包含有碳14、鈷60、銫137、鍶

90等放射性元素。福島核廢水中所含的
放射性元素半衰期都很長，不足以通過時
間來達到自我消失。

如果日本首相菅義偉能親自品嚐核廢水
來消除公眾疑慮或許能說明問題，但菅義
偉沒這個勇氣和魄力，他知道核廢水不是
無害的。同時，日本國內要求將核廢水排
放到東京灣來表明其無害，但日本政府也
不敢如此為之，畢竟東京灣事關首都圈安
全，在菅義偉看來，排向太平洋是最佳選
擇，而不顧及福島百姓的強烈抗議。

其次，排放核廢水一事說明菅義偉政府
的「政治短視現象」。日本政府只考慮短
期解決核廢水排放問題，只考慮東京電力
公司一家的「省錢」問題，完全不考慮對
日本國民、周邊國家及全球的重大負面影
響。縱容東京電力公司用最簡單的「直
排」方式，日本政府這一魯莽舉措必然會

徹底摧毀日本在國際社會的信譽。
菅義偉政府還特別指出，一旦出現因排放

核廢水導致的漁業和旅遊業等受損，保留向
東京電力公司索賠的權利。這也說明菅義偉
政府不懂科學，心存僥倖，對核廢水隱患也
拿捏不準。既然如此，更不能去做危害人類
生命健康的蠢事，應該廣泛徵求周邊國家以
及國際原子能機搆等意見和建議，共同參與
對核廢水處置的安全評估及監控，並提升透
明度來博得國際社會信任。

核廢水排放不是小事，也不是日本一家之
事，每每談及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相信人人
談虎色變，但菅義偉政府要明白，福島核事
故所帶來的影響更加深遠，其危害還將長期
存在，日本政府必須高度重視並從源頭來解
決問題，在一切沒有得到國際社會同意前，
不要做倒行逆施、危害生態平衡的事，更切
不可擅自排放核污水入太平洋。

日排放核廢水入海危害全球安全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人權研究會於4月9
日發表《美國對外侵略戰爭

造成嚴重人道主義災難》報告，指出美國
一直自詡支持人權，並時常借此旗號對外
動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世
界不同地方發起超過200多次大大小小的
武裝戰爭，大多都是美國一意孤行的侵略
行為，當中軍人及平民百姓死傷無數，造
成各地嚴重財物損失、家破人亡，慘不忍
睹。再者，美國除了大動干戈之外，亦發
起過多不勝數的經濟侵略戰爭，其災難性
與武裝戰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發展強勁引美國猜忌
自二戰之後，美國一直視中國崛起為隱

憂，所以不斷地拉攏盟國，挑起地緣政治
紛爭。據報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於
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僅次於美國。然而，中國經濟發展非
常迅速，近日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
心（CEBR）指出，中國於2028年將會超
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當
然心知不妙，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華府一
直無所不用其極，透過不同戰略，企圖阻

止中國後來居上，爬頭充當「經濟一
哥」。因此，美國長期視中國為眼中釘，
這是不爭的事實。

2003年美國帶頭與盟國以伊拉克藏有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
由，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的反對決議，單方
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侵襲。然而，事件直
至今天美國還未能找到任何證據，可是戰
爭已導致超過10萬伊拉克人死亡。時任
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更於
2016年公開承認當年英國攻襲伊拉克是
犯了大錯，並指出當時美國所謂的殺傷性
武器是未經確實的。結果伊拉克戰事令美
國被全世界人責罵，其「人權使者」的光
環也大大褪色。前車可鑑，美國自此採用
迂迴的戰術，聲東擊西，透過國際傳媒，
大打「開口牌」，公然出手打擊中國政府
及企業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筆者質疑
美國的行為的成效，並且認為該等行為勞
民傷財，損人不利己。

退出「氣候協議」推卸國際責任
2009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美

兩國在未來10年（即2010至2020年）的碳

排放量的問題上各持己見，爭拗激烈。原因
是碳排放是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因此限制碳
排放量變相限制工業生產量，此建議對中國
發展不利。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
只是想藉此機會，企圖拖垮中國經濟發展。
最後，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強力推動之
下，美國、中國、巴西、印度及南非於會議
最後發出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聲明。矛盾
的是美國「只許自己放火，卻不准他人點
燈」。2017年中國支持「巴黎氣候協議」，
不過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卻以「阻礙美國經
濟發展」為理由退出協議。

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中美貿易摩擦加
劇。2018年，特朗普以中國進行「不公
平貿易行為」，導致美、中貿易逆差不斷
擴大，以及強迫技術轉移到中國為藉口，
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
25%的額外關稅。中國商務部推行反制措
施，對價值340億美元的美國輸華商品徵
收25%的額外關稅，其中包括美國向中國
出口最多的貨品──大豆。中美貿易戰已
進入白熱化階段，關稅戰至今還未平息，
實際上雙方兩敗俱傷，美國並無佔到太大
便宜。 (未完，明日續)

揭開美國污衊中國的原因（上）
黃錦輝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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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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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完
成「決定+修法」程序之

後，香港須就完善選舉制度完成本地立
法。本地立法即將展開，本港各界期盼政
府、立法會全力以赴、爭分奪秒做好本地
立法工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保障香
港民主道路走得穩、走得好，推動香港實
現良政善治，以民主進步、經濟繁榮、市
民安居樂業的豐碩成果證明所謂「民主倒
退論」徹底破產。

是次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回應了香港主流社會的殷切訴
求，受到絕大多數市民的歡迎和支持。但
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又指手畫腳，抹黑完善
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扼殺『民主

派』參選空間」云云。
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設立了候選人

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安全閥」，將「愛國
者治港」原則具體化、制度化，確保管治
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注重均衡
參與、利益兼顧，有利於促進香港經濟健
康持續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立法會選舉
制度的重構，更充分體現摒除惡質民主、
促進良性競爭的用意，發揮撥亂反正的積
極作用。

完成了新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全面落
實「愛國者治港」，香港長期面臨的政治
困局可望徹底破解，特區管治團隊可聚焦
到發展上來，更多破解難題、惠民便民的
政策措施可望提上立法會議程，為解決香

港市民最關注的住房、就業等重大民生問
題創造條件。因此，完善選舉制度是「民
主倒退」的謬論根本站不住腳，不過是別
有用心的抹黑誤導伎倆。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香港
民主搞得好不好，要看是否有利於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有利於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是否有利於促
進香港良政善治、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新選舉制度具有香港特色、符合「一國
兩制」，社會各界、廣大市民齊心協力支
持本地立法完善本港選舉制度，選出愛國
者進入管治架構，提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步伐，帶動香港發展，以貢獻國家、造
福港人。

全力支持本地立法 推進民主進步
林楚昭 港區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