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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香港善德基金會率先籌辦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之旅」 ，大
受中、小學歡迎。基金會在今年6月至12月，再次帶領全港中小學生探索
沙頭角，由於十分踴躍，出團名額由去年逢周六、日每次一團30人，今
年已增至每次出兩團、每團50人，全年參加名額已經爆滿。

基金會重新規劃，將今年的活動升級為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之旅
2.0」 ，路線包括前往沙頭角，欣賞全港最長碼頭，認識沙頭角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參加學生更可前往烏蛟騰歷史營地及在烏蛟騰抗日英烈紀
念碑前獻花，實地認識抗戰歷史，探索北部都會區以及整個大灣區對香
港未來的規劃發展。

逾百校5300學生參加
今年報名同樣熱烈，超過3000名中小學生已報名參加。基金會在剛

過的周日（24日）在沙頭角舉行啟動禮，主席董吳玲玲致辭時指出，連
續兩年的活動，有過百間中小學報名，合共舉辦近160團，參加的學生約
有5300人。沙頭角探索之旅不止是生態旅遊，是以當年制定中英街劃界
以及日軍侵華的歷史，向青年進行國民教育。她鼓勵學生，銘記、感受
歷史，長大後共同建設美好香港，報效國家、為振興中華作貢獻。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致辭時表示，沙頭角具有特殊意義，既看到香港
近代史的縮影，更象徵着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未來，參加的學生會成
為這段禁區歷史的見證者。他寄語學生多學習歷史文化，多了解國情，
開闊眼界。

保安局：可彈性調節名額
有學生在參觀後寫下感受： 「抗日烈士們的事跡，令我深受感動，

如果我生於二戰時期，我也會參加游擊隊，像烈士一樣堅決不投降，為
國家爭取勝利」 。另有同學寫道： 「到了沙頭角才知道，原來只要走過
一條中英街就能由香港到達內地（深圳），數十米外就是國內……當年
日軍在烏蛟騰殺死三名村長和六名村民，但人們還是不退縮，努力抗
敵，以身殉國。那感人抗日歷史，真令人聲淚俱下……」

保安局發言人回覆《大公報》表示，目標是於明年一月初啟動 「第
二期沙頭角開放計劃」 。開放計劃實施初期，容許每日最多1000名遊客
透過警方的網上系統，申請禁區許可證進入整個沙頭角遊覽，但不包括
中英街，每日旅行團總人數上限為700人、個人旅客人數上限為300人，
香港市民或訪港旅客皆可參與計劃。計劃推出後，保安局會在有需要時
彈性調節名額和比例。至於與深圳共同推進兩地沙頭角和中英街的旅遊
發展，港深兩地會在 「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 下的工作組跟
進，保安局分別是專班和工作組的成員。

歷史教育就在
身邊！特區政府自
去年6月初局部開放
沙頭角禁區，首階
段容許公眾在沙頭
角碼頭和指定區域

參觀遊覽後，學校反應熱烈。香港善德基
金會率先籌辦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之
旅」 ，不足一年半，已有逾百間中、小學
報名，約5300名學生參加，名額供不應
求。有學者指出，沙頭角邊區（特別是中
英街）是近代歷史的重要 「場地」 ，可以
打造成國情教育基地，可讓學生親身體
驗、觸摸歷史文化。有曾參加的學生寫下
感受：到過沙頭角，才知道許多歷史由來，這
是很好的國情教育。

保安局表示，明年1月初將開放整個沙頭角禁區，但不包
括中英街，港深兩地會在 「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 共
同推進沙頭角和中英街的旅遊發展。

學生訪沙頭角：
很好的國情教育

禁區之旅 名額供不應求

▶ 《大公報》
「沙頭角 新藍
圖」系列報道，
引起社會廣泛關
注沙頭角未來發
展及方向。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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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出示身份證 陳朗昇阻差辦公罪成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記協主席陳朗

昇去年9月在旺角麥花臣場館採訪元朗朗屏邨業主大
會期間，因拒向警員出示身份證被捕。他否認一項
「阻差辦公」 罪及交替的 「阻礙公職人員」 罪受
審。案件昨日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陳朗昇
被判監禁五天。辯方申請保釋等候上訴獲准，他以
三萬元現金保釋，不准離港。

法官裁決時表示，案發時業主大會有逾百人到
場，警員為免現場出現混亂控制人群，而被告陳朗
昇當時向場館方向走去，故警員有合理理由和基礎
截查。法官接納4名警員證人誠實可靠，截查的便裝
警員曾先後三次出示委任證。

陳朗昇稱由於2019年曾被警員公開直播身份證

資料，故需要了解警員駐守警區、執行職務及搜查
原因。法官認為，陳朗昇當時就在警員面前，取出
了銀色卡套，如無意阻礙的話可以直接交出身份
證，卻沒有如此為之。陳朗昇又辯稱當時要應付另
一名警員問題，法官反駁指這僅為藉口，並表示陳
朗昇得悉截查警員身份後，已知答案下仍肆無忌
憚、不合情理地不停發問，沒有適時提供身份證供
警員查閱，觀乎其態度過程及反應，認為陳朗昇蓄
意為之，故裁定其阻差辦公罪成。

法官表示，考慮到陳朗昇的行為態度，加上沒
有案情相近的判刑上訴案例，認為罰款不足以反映
控罪性質嚴重性，審訊後定罪未見悔意，亦不宜判
處社會服務令，最終判處監禁五天。

原居民盼中英街盡早開放
「中英街日後必

然不是禁區，當發展
水到渠成的時候，禁區中的禁區中英
街問題，自然不再存在，禁區邊界線
將只在沙頭角圍網即可。」 今年五
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大公
報》獨家訪問時，披露沙頭角的開放
時間表，指禁區將在明年1月起有序逐
步開放，有望兩至三年後完全開放。

保安局：問題較複雜暫不開放
「我們的目標是於明年一月初啟

動 『第二期沙頭角開放計劃』 ，考慮
到當區居民關注過多遊客可能會對他
們日常生活造成影響，因此開放計劃
實施初期，我們容許每日最多1000名
遊客透過警方的網上系統申請禁區許
可證，進入中英街除外的整個沙頭角
遊覽，每日旅行團總人數上限為700
人，而每日個人旅客人數上限為300
人，香港市民或訪港旅客皆可參與計

劃。」 保安局發言人昨天接受大公報
記者查詢時表示，第二期沙頭角開放
計劃推出後，將會因應地區意見和實
施經驗等因素進行檢討，在有需要時
彈性調節名額和比例，確保開放計劃
運作暢順。

保安局指出，因中英街橫跨港深
兩地，基於保安考慮，過往數十年來
都只有實際居住、生活和工作需要的
人士，才獲發禁區許可證經過中英街
檢查站進出香港中英街。由於開放中
英街的問題比較複雜，故此來年1月的
開放範圍並不包括中英街。

「港深在中英街同走一條街，同
飲一井水」 ，在中英街開店營商半世
紀的沙頭角原居民張霖感嘆說，如果
沒有中英街作為火車頭帶動，沙頭角
的發展只是紙上談兵。他期待中英街
盡早開放，讓往昔的車水馬龍盛況再
度重現。

大公報記者黃山

▲香港善德基金會籌辦的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
之旅」 反應熱烈，已有超過百間中小學報名參
加。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寄語參加活動的學生，多學
習歷史文化，多了解國情，成為未來可堪大任之
材。

▲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之旅」 對參加的學生而
言，是一堂活生生的歷史課和國情課。

開放區域：除中英街外所有沙頭角
禁區範圍

人數限制：每日上限1000人，其中
700個名額需跟團，300
名額可個人申請

這次的旅程令
我獲益良多，希望
以後可以再舉辦這
類型的活動吧！

李卓人小姨涉妨礙司法公正 周四提堂
【大公報訊】記者陳正報道：警務處國安

處前日（24日）正式落案起訴一名63歲女子一
項 「妨礙司法公正」 罪。案件將於周四（28
日）上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據了解，該
名女子是前 「職工盟」 秘書長李卓人的小姨鄧
燕梨。

國安處提到，被落案起訴的女子於今年3月
11日在港島區被捕。翻查資料，當天國安處在
港島區拘捕一名63歲女子及一名65歲男子，涉
嫌串謀妨礙司法公正，兩人分別為李卓人妻子
鄧燕娥的妹妹鄧燕梨，以及何俊仁的弟弟何俊
麒。

鄧燕梨曾任 「職工盟」 培訓中心總監，

2021年9月，在 「職工盟」 宣布啟動 「散水」
程序後，曾召開記招宣稱旗下九所培訓中心停
止收生，聲稱擬開辦再培訓局全日制就業掛鈎
課程。

今年3月9日，警方以涉嫌 「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在赤柱監獄外拘
捕鄧燕娥。消息指，警方同時持法庭手令搜查
多處地點，包括鄧燕娥位於美孚新邨的住所，
懷疑有人在警方搜查其中一個目標處所之前取
走了與案有關的證物，企圖阻礙警方的調查。
警方調查後，懷疑鄧燕梨與案有關，兩天後在
港島區拘捕她，並在其住所檢走電腦、電話及
文件等證物。

開放區域：沙頭角碼頭
開放時間：只限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人數限制：每日上限500人，只限跟團進出

沙頭角禁區分期開放

第一階段 2022年6月3日開放

第二階段 2024年1月初開放

第三階段
2至3年後有序開放

開放區域：中英街
人數限制：未定

大公報者整理

如果我是生
於二戰時期，我
會參加游擊隊，
像成本華一樣堅
決不投降，為國
家爭取勝利。

學生參觀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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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中英街全面改造升級
沙頭角禁區明年

初進一步開放，大公
報記者從深圳方面獲悉，位於鹽田沙
頭角的中英街正在密鑼緊鼓的進行改
造提升工程，將在基礎設施、空間布
局、通關管理與招商模式上進行優化
和改革，打造一站式消費新體驗。香
港商戶都期待未來生意會大幅增長。

一邊是深圳、一邊是香港的中英
街是一日遊的新去處，今年辦證數量
已逾100萬人次，遊客來自全國各
地。遊客在中英街邊檢查驗大廳內，
通過檢驗機掃描身份證和人臉識別，
不到五秒便可通過閘機進入。根據規
定，目前進入中英街的內地遊客可提
前預約，也可免費現場辦理入鎮，不
需港澳通行證也不限人數。

高端化旅遊消費新體驗
中英街有各類免稅商店，銷售歐

美日韓等地商品，藥品、護膚品品牌
就有上千種，遊客可用港幣進行結
算。來到中英街，還可品嘗港式美
食，在一家港人開的茶餐廳內，顧客

必點燒臘、咖喱、檸檬茶，遊客周女
士讚不絕口說， 「老闆是香港人，味
道比較正宗。」

鹽田區正促進中英街向高端化、
國際化轉型，改造提升工程於去年9月
動工，將聚集地道港味、本土風俗、
國際精品，構建中高端免稅購物、港
式美食體驗、特色民宿等多元業態結
構。改造後，將保留現有 「區內購
物、海關監管、自提出關」 模式，爭
取 「區內購物、前置監管，批量驗
放」 模式落地，並全面升級運營模
式。

為保障遊覽秩序，中英街管理局
還制定了《中英街景區遊客通行高峰
期應對預案（試行）》，成立中英街
景區遊客通行高峰期應急處置領導小
組，牽頭建立與相關部門的信息共享
和值班聯動機制。中英街管理局商貿
旅遊服務辦負責人馬艷麗表示，未來
中英街將全力打造弘揚愛國主義的教
育基地、全國跨境旅遊首選目的地、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特色引領區。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吸引遊客

開放沙頭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