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中央多次提出要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劉漢銓說，香港回歸多年，市民對國
家的向心力理應更強，更明白 「一國兩制」
的意義及基本法的內容，但實際情況背道而
馳，例如出現持龍獅旗闖軍營、違法 「佔中
」、旺角暴亂、分離主義抬頭。他認為，中
央絕不能夠容許分離主義在香港壯大，所以
要善意提醒港人。

不能只知權利而不知義務
劉漢銓說，香港部分人對基本法有錯誤

的認識，甚至 「掛羊頭賣狗肉」，自稱執行
基本法，但實際上是曲解基本法，令 「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在落實上出現 「走樣」。他
舉例說，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內不合理地濫用
拉布，阻礙特區政府施政，甚至要癱瘓政府
，這是公然藐視和抵觸基本法希望香港保持
繁榮穩定的精神。

至於如何讓 「一國兩制」得以 「全面準
確」貫徹，劉漢銓說，特區政府官員、公務
員、法官、諮詢架構人才以及各階層市民，

都應全面正確了解基本法，政府要有層次、
計劃和步驟地推廣基本法。他認為，回歸後
，香港並無一個很全面的政策或制度，使港
人充分了解基本法，而負責執行基本法的人
，更加需要了解，否則政策會出問題，亦會
誤導了市民， 「大家不能夠只知道權利，而
不知道義務。」

批有些教育團體反對中央
面對本土分離主義抬頭，劉漢銓認為，

不能夠純粹怪責年輕人， 「子不教、父之過
。年輕人人生經驗未夠，滿腔熱誠，很容易
被人利用」。他批評，香港有些教育團體，
帶有很強烈的反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傾
向，他們在學校傳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張
，對年輕人影響很大。

他強調，老師的責任是教學生知識，而
不是向學生灌輸政治理念，搞政治宣傳。他
建議，學校應多教學生歷史知識，包括中國
和香港的歷史，讓他們明白香港是中國的一
部分，從而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成為一個
好的國民和公民。

透過歷史教育 加強年輕人國家觀念

劉漢銓籲準確了解基本法
全國政協常委、前律師會會長劉漢銓在北京接受《大公報

》專訪時指出，香港部分人對基本法有錯誤的認識，甚至 「掛
羊頭賣狗肉」 ，令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在落實上出現 「走樣
」 。他認為，特區政府官員、公務員、法官、諮詢架構人才以
及各階層市民，都應全面準確了解基本法，同時透過歷史教育
，加強年輕人的國家觀念。

專訪

大公報記者朱晉科北京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北京報道：
全國政協常委、前律師會會長劉漢銓在北
京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說，高鐵香港段在法
律上一定做得到 「一地兩檢」，將相關內
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其中一種可行
方法，至於有無更好的辦法，可以繼續探
討。他又說， 「一地兩檢」的問題在兩個
國家之間都可解決，若在 「一國」之內解
決不了，是匪夷所思。

劉漢銓表示，高鐵絕對需要落實 「一
地兩檢」，否則會嚴重影響效益，白白浪

費了幾百億元的撥款。他強調，高鐵對香
港未來發展十分重要，如果香港不與內地
建立一個更緊密的溝通聯繫，就難以發展
經濟， 「全世界幾多國家都來內地做生意
貿易，共同發展，但我們就要建一堵牆去
擋住，有沒有這麼傻啊？近水樓台都不用
。」

對於反對派堅稱 「一地兩檢」會違反
基本法中有關全國性法律不在特區實施的
規定，劉漢銓反駁說， 「一地兩檢」在法
律上一定做得到，至少可採取將相關內地

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法，但有無更
好的辦法，大家可以再探討， 「我覺得最
終是做得到 『一地兩檢』，如果無更好的
辦法，可以用附件三的方式，否則為何基
本法會有這個安排呢？當基本法起草時，
有很多情況預計不了，有需要才會用。」

劉漢銓又反問， 「一地兩檢」在美國
和加拿大兩國之間都可以落實，為何一
國之內都行不通呢？ 「難道美國和加拿
大兩國政府，還親密過特區和中央政府
嗎？」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表明
走中間路線的智庫 「民主思路」宣布成立
青年團隊，在地區設立兩個 「實驗室」向
市民 「收橋」，期望能夠由下而上提煉政
策論述，再向政府提交建議，為香港開拓

新出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長遠而言希
望青年團隊走進地區時能夠為 「民主思路
」招募更多 「同路人」，同時吸納更多年
輕人聲音。

湯家驊昨日在 「民主思路」總部，向

傳媒介紹六名 「實驗室人員」。他表示，
近期出現多宗學生輕生事件，令人感到痛
心，加上本港政治走進 「死胡同」等因素
，都顯示年輕人對前景感到憂慮，因此 「
民主思路」決定要 「落地」聆聽民意，希
望為香港 「搵生路」，活化社區和政治環
境，給港人一股正能量。

「民主思路」將會在馬鞍山和北角總
部設立 「政策實驗室」，面對面接觸市民
，尤其是年輕人對社會和前景的看法，思
考如何能夠 「活出香港」，聯席召集人劉
培榮和理事黃梓謙分別擔任 「實驗室主任
」。黃梓謙說，實驗室是以下而上的方式
運作，即既歡迎持不同立場的人士參與聚
焦小組，討論不同範疇的議題，青年團隊
的成員亦會走入社區聽取意見，之後把收
集到的建議交予 「民主思路」的專家和學
者，研究如何制定出政策，期望以政策論
述監察政府、改善政府施政。被問到成立
青年團隊是否為九月立法會選舉而部署，
湯家驊坦言目前談參選言之尚早，但承認
這是 「民主思路」的目標之一。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法定
古蹟西港城最快明年大 「裝身」，旁邊的
港鐵通風口月底率先 「卸妝」，拆除十多
年前耗資近百萬興建的 「大上海」風格鐘
樓裝飾，還原潛望鏡式通風口。有區議員
認同市建局需拆除殘舊及有危險的裝飾，
並希望加入適當美化，以配合周邊環境。
學者則形容現有裝飾弄虛作假，贊成還原
，並建議加入綠化元素。

市建局在2003年推行上環區活化計劃
時，大事翻新西港城，同時耗資近百萬為
附近的地鐵通風口 「裝身」，參考西港城
的英國愛德華式建築風格，將通風口變身
紅白色的鐘樓，並加上浮雕牆身裝飾，以
體現上環區中西融和的特色。不過，市建
局最近提交中西區區議會文件指出，為安
全理由，當局計劃拆除西港城後加的一些
裝飾構築物，施工方案已獲得港鐵接納，
將於三月下旬動工。

市建局回覆本報進一步查詢稱，經過
十多年後，後加的裝飾構建物已十分殘舊

，故此市建局計劃將其移除。當局將負責
相關工程費用，並會按港鐵要求完成工程
。據悉，當局認為鐘樓的實用功能不強，
拆除甚至有助更好展示西港城的立面。港
鐵發言人稱，港鐵已知悉有關計劃，會與
市建局跟進安排，確保工程不會影響鐵路
的正常運作及附屬建築物。

身兼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委員的中西
區區議員陳捷貴稱，西港城是法定古蹟兼
上環地標，周邊環境若有相應設計更相得
益彰。

他認同市建局應拆除殘舊甚至構成危
險的通風口裝飾，可是通風口原有設計不
甚美觀，當局應考慮適當美化。

【大公報訊】有 「富貴長者屋」之稱的
房協北角丹拿山項目 「雋悅」，昨日起進行
第二輪招租，減租一成見成效，首日有八位
申請者選擇單位，其中五人有意簽署終身租
住契約，三人選擇短期租約。全日有80人次
參觀示範單位，然而仍有不少長者認為，減
租後的租住權費仍偏貴，不過對房協新提供
短期租約有興趣。

房屋協會首個非資助長者屋 「雋悅」提
供588個單位，首輪招租後出租率不足一成
。剩餘單位昨日九時起以先到先得形式出租
，但首小時僅約20名長者到場參觀單位，
其餘時間的參觀人數亦較稀疏，全日累積
參觀人次約80人，場面遠較第一次開售時
冷清。

昨日一早到場參觀單位的70歲長者何女
士稱， 「雋悅」裝修新淨，交通方便，加上

自己的居所要大維修，或考慮以短期租約形
式租住一個一房單位，但認為雋悅減租後的
租金仍然偏貴。

「雋悅」單位只租不賣，年滿60歲港人
長者可申請入住，租住權費用會按年齡遞減
，長者可入住至百年歸老。項目去年底首次
招租，收到393份申請，惟最終只有45名長
者簽下租約，房協於是宣布減租10%，終身
租住權費調低至155萬元至1786萬元，並提
供兩年短期租約的選擇，月租1.44萬元至
3.84萬元。

另外，房委會及房協合共近3677個資助
出售房屋現正接受申請。截至昨日下午五時
，房委會樂富客務中心累計收到約1.3萬份
白表申請，以及180份綠表申請，綠表申請
首日破百。認購申請下周一（3月14日）截
止。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面對香
港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去年施政報告提
出鼓勵華人回流計劃。為響應回流人士需要
，香港英籍華人網絡於三個月前成立，主席
李貞駒表示，希望透過組織，鼓勵香港英籍
華人把握政治權利，在英國及香港的選舉中
發揮影響力，為華人爭取應有權益。副主席梁
日昌呼籲香港英籍華人珍惜手上選票，在九
月立法會選舉中投票支持建設香港的議員。

香港英籍華人網絡昨日舉行新春酒會，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宋瑋、研究部巡視員艾
志鴻、盈科大衍地產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李
智康、立法會議員黃定光、香港律師會前會
長林新強、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名譽會長
丘百喜、港大法律學院憲法學教授陳弘毅及
新界華僑聯會會長陳漢明等出席。

李貞駒2005年為英國海外公民爭取權益
，向英國法庭抗議，因該國修訂 「移民法」

，收緊移民當地資格，令經營餐飲的英國海
外公民難聘外勞。雖然抗議最終仍被否決，
但令歐洲法庭的法官及英國議員，意識到華
人的權益，及重視華人握有的投票權。她呼
籲香港英籍華人把握政治權利，在英國及香
港的選舉中發揮影響力。

她認為，英籍華人不論身在何處，都應
該關心香港。香港立法會新一屆選舉九月舉
行，這對推動香港今後發展非常重要，她呼籲
在香港工作發展的香港英籍華人應該行使他
們的選舉權，同時也希望居英的香港移民人
士參加投票。香港英籍華人網絡副主席梁日
昌亦稱，香港穩定繁榮，對世界各地華人有
正面影響，希望有立法會投票權的華人，都運
用手上選票，選出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的議員
。他讚揚特區政府去年推出放寬港人移民下
一代來港簽證措施，一方面為香港吸納發展
生力軍，又為居英港人的下一代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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