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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

议员：计算最低工资有方程式

【新华社】新华社香港 12 月 25 日电 题：2022，

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黄茜恬

2022 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的喜悦气氛

中，香港社会积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

制”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爱国爱港力量持续发展壮

大，香港同胞爱国意志日趋坚定。回顾这一年，“爱国

者治港”原则成为愈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确保“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筑牢根基。

“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

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

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着眼香港开创新局

面、实现新飞跃提出 4 点希望，为香港攻坚克难、繁荣

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充满为香港好、为香港同胞好的

真情厚意，进一步激发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情怀，努力

拼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爱国者治港”开新篇

2022 年新年伊始，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

誓就职。在高悬的国徽之下，90 名议员齐声高唱国歌。

这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首次在国徽下宣誓，也是在特

区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中首次引入奏唱国歌环节。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一

改过去乱象丛生的局面，团结协作、求同存异、顾全大

局成为主流。

“这一届立法会高效、‘贴地’的履职风格让我印

象深刻。”香港市民陈振君说，以 6 月 9 日三读通过的

《2022 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销安排）（修订）条

例草案》为例，新一届立法会仅用 8 至 9 个小时就完成

审议，解决了困扰特区政府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这

在完善选举制度前是不可想象的。”

7 月 1 日，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为进一

步增强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施政能力，特区

政府要求所有新入职公务员，须在 3 年的试用期内完成

更全面的基础培训，内容包括认识“一国两制”、宪法、

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国家体制及重要政策。

“广义地说，‘爱国者治港’最庞大的队伍是香港

特区政府公务员队伍。公务员队伍从上到下都有国家意

识、爱国思想、对国效忠，能进一步巩固‘爱国者治港’

风清气正的局面，更有效地服务香港贡献国家，让香港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铃说。

新班子、新风貌、新气象，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

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奋进正当其时。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在其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发展不能耽

搁，前提是要稳定，排除干扰。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

心、与“一国两制”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凝聚社会

力量，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爱国爱港成为最强音

2022 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特区政府携

手各界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在喜庆的气氛中，爱国爱

港力量空前团结，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厚植社会

基础。

“七一”前后，香港大街小巷处处是耀眼的“中国

红”。在九龙观塘的坪石邨，20 多层高的公屋大厦天井，

每一层的三面走廊都挂满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在香

港岛，许多大楼外墙张挂着巨幅宣传画或庆祝海报，户

外大屏幕滚动播放庆祝短片，巴士车身绘制着庆祝标语；

新界乡民则在街头竖起各式各样的庆祝花牌，数量远超

往年。

在香港少年警讯举办的《这里是中国》读书分享交

流会上，香港青少年以琅琅书声涵养家国情怀；在“诗

词歌赋颂中华 湾区丽影耀香江”活动上，香港市民沉

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香港小朋友都主动跟着我们唱《歌唱祖

国》。”香港市民秦凌说，他今年感受最深的是市民不

断增强的爱国情怀，“我们在公园举办庆祝活动时，义

工齐唱《歌唱祖国》，很多年轻的香港本地家长会带着

小朋友自发参与进来，小朋友还会自己跑过来向我们要

国旗，跟着一起唱歌。”

爱国爱港，正在成为香港社会最强音。

培育爱国爱港新一代

2022 年第一天，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十三号

乘组与来自北京、香港和澳门的超过 500 名青年学生，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

“有国才有家，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

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爱国主义将永远是激励

我们飞天的动力源泉。”航天员的分享深深打动香港年

轻一代，点燃他们的爱国情、报国志。

“国家的航天事业步步向前，如今已经发展到世界

前沿水准，我感到欣慰又备受鼓舞。”香港大学计算机

系学生鄢同学说，“期盼有一天我的科研成果也能成为

祖国的骄傲。”

这一年，香港年轻一代的爱国教育如火如荼，宪法、

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学习和推广得到进一步加强，国

情教育、国史教育不断深入：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

幕；“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推出，内含国庆节、

国家宪法日等 18 个重要日子，每个日子都列出了详细

的国民教育活动建议；2022/2023 学年起，公立学校新

聘教师均须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

2022 年元旦起，全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同时奏唱国歌。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也每天升挂国旗，每周举行升

国旗仪式。

“我喜欢参加升旗仪式，当国旗升到顶点那一刻，

总会有一股与祖国紧紧相连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香

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念其泽说。

7 月，备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

开放，成为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

重要渠道。在馆方举办的“青年穿越故宫之旅”“香港

故宫学生文化大使”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中，越来越多香

港青少年透过一件件故宫珍宝背后的动人故事，领略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随着《细说文物——中国历史教学资源册》、“我

们的故宫”系列教材等相继走进香港校园，故宫文化在

学校中得以进一步推广，帮助学生从认识、理解到欣赏、

热爱，更加坚定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

在 2022 年香港书展上，不少图书出版商推出许多

关于家国题材的新书，并摆放在显眼位置重点推介，吸

引往来读者驻足翻阅选购。在儿童读物展区，讲述祖国

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的书籍也比往年更受家长和孩子的

欢迎。

“从今年的香港书展可见一斑，如今的香港社会，

处处充满正能量。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国家的

认同感与日俱增。”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主席马浩

文说，爱国爱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流价值观，守护着

这片港湾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700 多万港人也将携

手书写“一国两制”更精彩的篇章。

【大公报】“几时加人工？”是打工仔最关心的题目。本港最低工资法定水平冻

结于 2019 年的时薪 37.5 元，早前有消息指可望于明年 5 月调升至 40 元。最低工资现

时是“两年一检”，长期被各界诟病，立法会议员、民建联人力事务政策发言人颜汶

羽批评该制度太滞后，现行机制下，由劳资双方协商最低工资水平，存在不可预测性；

由于需要收集大量数据、需要咨询各方，令“一年一检”难以达成。

“以方程式计算新的最低工资水平，更客观、透明、高效、可预视。”颜汶羽认为，

客观的方程式可有效避免争拗，有助达至“一年一检”；他还建议使用消费物价指数、

对劳动市场影响及“低薪行业工资第十个百分位数”作参考。

颜汶羽又引用其论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指，提高最低工资对失业率无影响，且

有助于减少工时、提升人工，对社会有积极效用。他希望，在下次调整最低工资，即

2025 年 5 月 1 日前，能够用新的方程式机制计算最低工资调整幅度。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汶羽提倡以
方程式厘定最低工资水平。\ 大公报记
者邵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