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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 《文汇报》 与香港教育工作
者联会共同举办的香港教育高峰论坛近
日举办，论坛以“香港国安法与 《国歌
条例》 在学校教育中的落实”为主题，
多位政府官员、香港中小学校长和教师
代表、教育团体代表以及教育专业人士
参与研讨。以下为发言摘编：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是香港从乱
到治的转机，希望也是让教育回归教
育，让学生的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让
我们携手努力，培养青年人成为具国家
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有素质的
新一代。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探讨如何在学校教育中落实香港国
安法及《国歌条例》，非常重要，非常及
时。对此我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全面
认识、准确理解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
法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不会
损害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二是加强国安教育，采取线上线下互
动，校内校外并举的形式，与国民教育
相结合，一起推动。三是要坚定信心，
兴利除弊，再创香港教育新辉煌。要斩
断伸向校园的黑手，排除校园被政治干
预渗透的情况。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

未来国家安全教育和国歌教育会是
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重中之重。在学校
开展相关教育本来就是应有之责，教育
界在新法例下更有责任做好正确指导学
生的工作。我们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多
措并举全力支援学校，包括丰富课程内
容、增加教育资源、为校长和教师提供
专业发展课程、举办师生内地交流及全
方位学习活动等。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惜物减废，香港在行动！
为配合“绿色复苏”及环保经济

发展，香港环境运动委员会与环保署
近 日 开 展 “ 减 废 回 收 2.0” 宣 传 运
动，在继续推动源头减废的同时加强
引导市民善用社区回收网络，实践惜
物减废的绿色生活，促香港实现“绿
色复苏”。

废塑胶回收重点推进

推进惜物减废，加强废胶回收是
关键。作为本次“减废回收2.0”宣传
活动的重头戏，鼓励市民减少一次性
塑胶产品使用、加强废塑胶回收的

“走塑”文化推广受到各界关注。
在惜物减废推进过程中，废胶

回收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软肋”。环
境保护团体“绿惜地球”提供的数
据显示，香港废塑胶回收率近年来
不断下跌，2018 年全港整体废胶回
收率仅为 7%，其中市民使用最多的
1 号 PET 胶樽 （塑料瓶） 回收率更是
低至 0.2%。

“绿惜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
强介绍，目前香港废胶回收系统“发
育尚未健全”，日均回收量只有4吨左

右，而两家新建塑胶回收厂计划年内
投入使用，届时全港废胶日处理量超
百吨。若现时废胶回收量无法增加，
他担心将有本地塑胶回收厂未投产就
已结业。这不但打击本地回收业，更
会令市民失去动力回收塑胶。

为 配 合 垃 圾 征 费 计 划 顺 利 实
施，特区政府早前宣布将提供每年
度 8—10 亿港元预算，以加强资助
减废回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如今
垃圾征费计划“搁浅”，相关草案也
已终止审议，有环保人士担忧相关资
助和各项先导计划的实施落实将更加
困难，推进废胶回收将“遥遥无期”。

针对社会各界的质疑，香港环
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接受港媒采访时
强调，政府不会停止减废工作，将
加大力度推出包括多种可回收废物
在内的“中央回收计划”，继续强化
惜物减废。针对废塑胶回收，政府
计划在东区、沙田和观塘率先推行

“废塑胶回收服务先导计划”，并视
情推广至其他各区。其中东区的先
导计划已于今年初展开，至今已有
半数屋苑参加。

此外，政府还将联手塑胶饮料
容器生产企业推出“入樽机”先导

计划，投放至港铁站、屋苑等人员
密集场所，以配合日后推出的“生
产者责任计划”。环保署还将设立

“绿展队”提供外展服务，第一时间
向公众提供最新的减废回收资讯，
并同物业管理公司一道协助市民参
与废胶回收。

家居厨余变废为能

自动感应开盖、投入厨余垃圾、
刷卡确认……今年，香港多个社区将
率先用上最新的厨余垃圾智能回收
桶，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体验卫生、便
捷的厨余回收新方式，让家居厨余

“变废为能”。
近年来，香港弃置厨余垃圾量不

断上升，然而完善的回收利用系统却
迟迟没有建成。据黄锦星介绍，目前
全港回收的厨余垃圾主要在位于大屿
山小蚝湾的有机资源回收中心进行处
理，日处理量在 200 吨左右，而当前
全港每日厨余垃圾回收量只有约 74
吨，远远没有用尽小蚝湾厨余场的处
理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家居厨余垃圾回
收量，环境局将配合“减废回收 2.0”
推出“家居厨余回收变电计划”，优
先资助那些有厨余垃圾回收经验的社
区和住宅购置安装厨余垃圾智能回收
桶，以鼓励更多住户参与厨余回收。
目前已有数十个社区住宅申请参与回
收计划，所有回收的厨余垃圾将由相
关部门统一运输至小蚝湾厨余场处
理，并在此“转废为电”。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小蚝湾厨
余场并非仅供家居厨余回收使用，还
要服务餐厅、酒店等企业机构。环保
署数据显示，目前全港每日弃置堆填
区的厨余垃圾超过3500吨，其中近半
数由工商界企业机构产生。若政府要
求小蚝湾厨余场同时承接工商界与家
居厨余回收处理任务，恐其处理能力
远远不敷需求。

对此有环保团体建议，政府应在
推动厨余垃圾回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
相应的处理系统，确保厨余从回收到
再利用形成稳定的链条。此外，有能
力的大型企业也应尽快建立自己的厨

余收集和处理系统，这样既能在响应
环保的同时提升企业形象，又可为家
居厨余回收让出更多余量。

回收网络加速整合

自 2015 年正式启动以来，“绿在
区区”项目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层面
的惜物减废及干净回收。不过根据香
港审计署日前公布的报告，目前全港
18区中还有 7个“绿在区区”项目处
于规划或选址阶段，多个项目在活动
举办及物料回收上仍未达标。

有 不 少 环 保 人 士 就 此 批 评 称 ，
“绿在区区”项目缺乏统筹、“各自
为战”，以致回收成效不够理想。面
对种种质疑，黄锦星表示将努力提
升现有社区回收中心的规模并增设
新的回收点，逐步将其服务范围扩
展至全港 18 区。与此同时，政府还
将加强地区网络回收，整合“绿在
区区”与社区回收中心，并设立定
时定点街站甚至租用街角地铺，共
同构建全港回收新网络以便利各区
市民，让“无‘绿在区区’的地区
亦可享用同等服务”。

黄锦星介绍，“绿在区区”和社
区回收中心整合完成后，接收物品种
类将从原有的“蓝废纸、黄铝罐、啡
胶樽”进一步扩充至 8 类可回收废旧
物品，包括不同种类的塑胶、玻璃容
器，充电池、小型电器等，可谓“不
止三色这么简单”。环保署辖下的社
区回收网络会确保妥善处理接收的干
净回收物，并将之转废为材；至于含
有害化学成分的电池、电器等回收物
也将得到专门处理，并以适当形式用
于资源循环。

为了确保完成社区回收网络整合
所增加的工作量，环境局还推出“绿
色就业”计划，创造超过1000个长期
及临时职位；此外政府还会向环保业
界提供资助，鼓励其招收应届毕业
生，在保障青年就业的同时吸引更多
年轻人投身环保事业，推动香港实现

“绿色复苏”。“希望‘绿色复苏’可
以帮助到就业、企业，同时令整个社
会包括环保方面可以持续发展。”黄
锦星说。

胡言乱语、抽搐发抖、不治身
亡……16 岁的台湾少年林同学，不
久前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令人唏嘘。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命案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外
观印有流行图案的“咖啡包”。

此 “ 咖 啡 包 ” 非 真 正 的 咖 啡
包，它们新潮的外表下裹藏着新型
毒品“超级摇头丸”，其成分主要是
副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MMA）。
PMMA 属中枢神经兴奋剂，毒性强
度高于甲基安非他命 （俗称“冰
毒”） 4倍以上，施用50毫克就有中
毒可能；且因 PMMA 毒性作用较
慢，施用者常因施用之初无感觉，
因而使用过量，随之变得神志不
清、抽搐，甚至大吼大叫，最终死
亡。有人将它和“笑气”合并使
用，致死率近100%。

根据台湾检察部门近日的数据
统计，5 月 7 日至 6 月 10 日，基隆市
就有6人服食PMMA后死亡。今年1
至 3 月，全台湾有 42 人因吸食新型
毒品死亡，其中施用 PMMA 的死亡
者高达 31 人，远高于岛内因新冠肺
炎的死亡人数。而在去年第四季
度，岛内法医研究所解剖吸毒致死
者遗体后发现，吸食 PMMA 的死亡
人数高达 34 人。另有统计显示，今
年 1 至 3 月台湾警方查获毒品 544.2
公斤，新型毒品就有 447.7公斤，占
比超过8成。

岛内负责缉毒工作的检察官指
出，施用新型毒品比被毒蛇咬还恐
怖，毒蛇种类有限，可用血清治
疗，但混用毒品有如赌命，根本没
药可用。

近年来，新型毒品之所以快速

蔓延，原因在于它们具有迷惑性，
总是用精美包装来掩人耳目，让年
轻人放松警惕。除了咖啡包的形
式，新型毒品还会被伪装成巧克
力、跳跳糖、梅子粉等，就像各种
休闲食品一样。此前台湾警方在查
缉毒品时发现了一款彩虹烟，因为
外观颜色酷炫且有香气，吸起来还
有特殊烟雾，非常具有迷惑性，因
此在台湾各个娱乐场所流行。喜欢
新潮的年轻人稍有不慎，就会坠入
毒网，遗憾终身。

为了保护青少年，打击毒品犯
罪，岛内相关部门拟将非工业用途
的 PMMA 化工原料提报列管四级毒
品，加强查缉。岛内舆论指出，目
前国际上通报的化学合成毒品已经

超过700种，但岛内列管的数量仍十
分有限。

如何对新式毒品进行检验、筛
查，如何让青少年认识不同样貌的
新型毒品，时刻保持警惕，是台湾
反毒的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反毒教育
工作已经在岛内校园推进。例如在
台中，当地警方会带着缉毒犬进小
学，现场模拟在机场时搜查行李的
情况，展示各种用果冻、糖果、饮
料、咖啡来包装的毒品，以警校互
动方式加强学生的反毒教育。在花
莲，外表酷炫、内部装备齐全的反
毒行动车时常巡回校园与小区，为
学生和其他民众做好反毒宣传，织
牢防毒网。

毒品泛滥 致死率高

台湾：青少年涉毒成“揪心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岛内有关部门推出VR游戏，让学生通过“打怪”方式了解毒品危害。
（资料图片）

由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与澳门理工学院合办的“第二
十三届澳门书市嘉年华”近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体育馆举
行，展出纸质书籍及多媒体产品2万多种。

上图：市民在书市嘉年华上选购。
下图：小朋友在书市嘉年华上阅读。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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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是民进党当局为了纾困经济、刺激消费推出的代金
券。顾名思义，即台湾民众支付1000元（新台币，下同）现金，可
以换3000元的代金券。商家收到三倍券后，可以兑换现金。“三倍
券”于本月中旬开始使用，但由于存在诸多缺陷，备受舆论批评。

据岛内媒体介绍，“三倍券”的领券方式有纸本和电子支
付的方式，但领取方式很不方便，三倍券的使用办法更是凌
乱。各商圈、店家的规定也不同，让人莫衷一是。

例如基隆庙口夜市、仁爱市场等众多摊商不愿意接受三
倍券。爱四路夜市有摊贩指出，推出三倍券，让原本的消费
流程变得较为复杂，对他来说还是收现金比较实际。仁爱市
场管委会表示，该市场有400多个摊位，三倍券若交由管委会
代收，管委会每天收到的三倍券要等一周才能够兑现，万一
弄丢还要赔，工作繁重还有风险。 （瑞 安）

三 倍 券三 倍 券

一周热词

促绿色复苏 香港推“减废回收2.0”
本报记者 金 晨

图为“绿在区区”沙田流动街站员工帮助市民回收废旧塑胶。（资料图片）图为“绿在区区”沙田流动街站员工帮助市民回收废旧塑胶。（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