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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记者张雅诗、丁
梓懿、朱宇轩）“香港要变革 携手创明天！”8
月初，由 42个政团、社团、商会等组成的香港
建设力量发表联合声明，将全力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施政，携手市民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其中
代表不同界别的多个团体已准备就绪，为香港
重新出发开辟航道。

“为支持特区政府同心抗疫，让社会恢复原
貌，我们将在多个层面加大工作力度，包括全
力配合特区政府的抗疫措施，加强宣传让市民
更及时更深入了解疫情，以携手共渡难关的精
神解决问题。”香港青年联会主席楼家强说。

即使疫情当前，香港青年联会协助青年成长
的工作未曾放松。他们早前与内地及澳门青年团
体合办的“云游文艺共创 2020 暑期线上实习计
划”，通过互联网方式让青年在线上实习；举办线
上职业导向讲座，邀请青年才俊分享经验，启发
青年创新思维，提升他们面对挑战的信心。

楼家强介绍，他们将加强社交平台宣传工
作，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传播正面资讯，并积
极了解青少年的需要，为疫情过后组织更多适
合年轻人的活动做好准备，以更有效地推动青
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受疫情影响，香港中小学经历了长时间停
课，师生都要适应网上学习这个新常态。香港
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坦言，疫情对学校
的冲击很大，尤其是不能复课导致学生长期在
家给家长造成不少压力。有鉴于此，教育工作
者联会积极发动教师在疫情期间做到“停课不
停学”。“教师现在正为复课开展准备工作，希
望能为社会尽快恢复稳定贡献力量。”他说。

黄锦良表示，香港建设力量的联合声明是呼
吁社会各界帮助香港尽快走出“疫境”。疫情对香
港各行各业打击很大，去年的社会事件也对经济
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作为教育界别的机构，教
育工作者联会主要面向学校和教师，呼吁这些群
体全力支持特区立法会延迟选举，并向教育界同
仁做好解释工作，让大家明白并支持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决定，对相关安排给予理解。

“校园本应是安静、单纯、和平的地方，但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团体却把政治带进校园，
影响教师和学生。”黄锦良慨叹，香港近年一直
有着政治入侵校园的现象，因此教育界的变革
势在必行，香港的教师一定要秉持自己的专业
和操守，敢于站出来向校园政治化说“不”。

疫情严重打击香港乃至全球的经济，商界
人士感受至深并认为团结公众力量进一步加强
抗疫工作刻不容缓。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
深表示，香港第三波疫情反复，有许多感染源
不明的病例，特区政府推出的新冠病毒普及社
区检测计划有助于识别无症状感染者，及早切
断社区传播链，让香港社会民生、经济活动尽
快恢复正常，总商会对此表示全力支持。

蔡冠深表示，社会各界应积极配合参与新
冠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协助特区政府尽早
遏制疫情。为配合特区政府防控疫情措施，总

商会已呼吁全体会员参加此次新冠病毒检测。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总召集人陈振彬表示，香港当务之急是

“防疫优先”，只有把疫情控制住，香港经济才能重回正轨。他介
绍，自疫情暴发以来，“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积极向市民分发宣传单
以提高防疫意识，参加派发防疫物资并向医护团体提供了专用口罩
等物资。截至目前，“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已向市民派发了超过3000
万个口罩和200万瓶洗手液。

陈振彬表示，为了控制疫情，对市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尤为重
要，他对特区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非常支持。为了配合特区
政府工作，“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深入社区，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
向广大市民宣传相关信息，呼吁居民积极踊跃参加普及社区检测。

香港建设力量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四点共识和希望是：“人命关
天，抗疫优先；恢复经济，纾解民困；推动变革，突破困局；放下
歧见，守护家园。”对此，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联合声明说
出了香港市民的心声，体现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社会共识，每
一支属于建设力量的团体，都将朝这个大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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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过劳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高中学校
及特殊教育学校北区校长会议日前
在基隆海大附中举行。会场外，多名
来自台湾高中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
教师代表高喊“拒绝过劳”，向参会的
台教育主管官员抗议“新课纲”施行
下高中职教师被迫严重过劳的现状，
为台湾教师争取合法权益。

台湾 《联合报》 日前公布的调
查结果显示，有超过75%的岛内高中
职学校反映因师资严重不足在执行

“新课纲”时遇到了困难。而为了完
成“新课纲”规定教学任务，多数
教师不得不长期加班加点工作，令
高中校园沦为教师的“血汗工厂”。

“‘新课纲’必修课科目学分虽有
下降，但新增了大量多元选修课程，
课程总量不减反增。”桃园寿山高中
校长徐宗盛在接受台媒访问时表示，
依照“新课纲”要求，学校要开设原有
课程数量 1.2 倍以上的新型课程，而
教师则需要用额外时间为新课程调
整教学计划，这些隐形工时让教师陷
入了“常态性、全面性的加班”。

“新课纲”实施首年，寿山高中50
多个班总课程数较往年增加了 900
节，而新学年课程数增幅预计将达到
惊人的 1050 节。据徐宗盛介绍，新学
年校方还要根据“新课纲”规划一批
需要跨领域教师共同教学的课程，相
当于要为一门课配备多名教师，使得
师资本就紧张的学校负担更重。

而对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学校
来说，“新课纲”的实施更是让高中
教师们苦不堪言。金门高中校长许
自佑介绍，自“新课纲”推行以
来，该校教师每学期工作量超过规
定课时数近250节，部分教师兼课数
更是超过10节，远超法定上限。

避重就轻

面对教师过劳、师资短缺等问
题，台教育主管部门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下达行政命令，将教师每周超
额课时数由原定 6 节课放宽为 9 节
课，并提供额外的课时费补助。岛
内教育界人士认为相关举措是“隔
靴搔痒、避重就轻”。

“‘新课纲’下高中职开设大量多
元选修课给教师造成很大负担，现在
仅靠编列超钟点费（超额课时费）方
式救急是治标不治本。”台湾高中学
校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高孟琳表示，
解决“教师过劳”的根本之道应是扩
充高中职教师员额，然而相关部门在
这一议题上始终没有积极作为，任由
地方财政状况决定教师员额的多寡。

岛内教育界人士表示，9 月新学
期开始后，各校将有两个年级的学生
适用“新课纲”，选修课、分组教学会
更多更杂。若不增加人力，不但教师
过劳的问题无法解决，教师开设新课
程的意愿也会随之降低，课程教学质
量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有高中校长坦
言，相关部门对教师员额问题一向

“冷处理”，已不奢望新学年教师员额

增加。高孟琳称“这简直是摆明要高
中教师加班加到死”。

荼毒学生

这么一部陷岛内教师于水火的
“新课纲”，为何台教育主管部门不惜
顶着骂声也要强推？其原因绝非“新课
纲”有多么好，而是旧课纲不够“独”。

所谓“新课纲”，实际上是民进党
2016年上台后主导的教学大纲，背后
隐藏着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去中
国化”的肮脏政治企图，其目的正是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进一步破坏两
岸关系，加剧两岸的对抗。

在去年“新课纲”推行前夕，台湾
“高中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曾举
行记者会，指出“新课纲”在高一历史
课程中刻意“去中国化”，严重歪曲历
史，不仅否认《开罗宣言》，还以“多元
文化的台湾”取代台湾以中华文化为
主流的事实，招致岛内群众强烈不满。

为了行“去中”之实，“新课
纲”不惜误人子弟，在课程设置上
大开倒车，把高中 60 篇必修文言文
缩减至只学 15 篇，将高中教学水平
全面初中化。台湾“中华语文教育
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仪上书媒
体，直言“新课纲”的推行将让台
湾学生竞争力全面下滑。

如今，岛内高中教师因执行“新
课纲”而被迫过劳的消息频频爆出，
师资分配等相关问题也迟迟不得解
决。斑斑劣迹再一次印证推行“新课
纲”是民进党当局利用手中权力篡改
历史、强行洗脑下一代的政治阴谋。

相较于“在精进知识与技能基
础上提升学生素质”的教育主旨与
高中职教师的合法权益，民进党当
局显然更加在意“新课纲”背后隐
匿的政治私利。而这一倒行逆施、
数典忘祖的行为已经遭到台湾社会
强烈反对，今后也必将遭到两岸同
胞更加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强推“新课纲” 民进党当局贻害岛内师生
本报记者 金 晨

台北市立动物园
大熊猫宝宝“圆宝”
自出生后就颇受岛内
粉 丝 们 的 关 注 和 喜
爱。目前圆宝已满 2
个月大，在妈妈圆圆
的 呵 护 下 正 茁 壮 成
长。动物园发言人表
示，圆宝最快在今年
底跟大家见面。

左图：圆宝的成
长足迹。

右图：大熊猫圆
圆在照顾圆宝。

台北市立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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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办的台湾高中及特殊教育学校北区校长会议会场外，部分高中职
教师代表举牌抗议“新课纲”令教师过劳状况日益加剧。 资料图片

第 十 一 届 海 峡
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近日在高雄举行。这
项连续举办 11 年的
两岸少儿美术盛会，
在两岸人士的共同
努力下，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种种
困难，在两岸都实现了线下展览。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2009 年发
起于厦门，过去 10 年累计收到两岸、
港澳及海外华侨华人少儿画作逾 20 万
份，展出50场次，观展人数超过百万。

该展每年 9 月起征集作品，经过
评比、优选，通常于次年春天开始在
两岸多个城市巡回展出。该展策展人
周樱表示，第十一届大展的主题是

“给明天的礼物”，有感于各地奋力抗
击疫情的努力，该展在 1 月补充征集
抗疫主题作品，并呈现在展览中。最
终，大展共收到两岸、港澳及海外投
稿近3万幅。

周樱说，疫情打乱了许多计划。
优秀作品评选从线下转到线上，原本
计划 4月在台北、6月在北京举办的巡
回展览不得不暂停。征集了这么多作

品，如果没有好好办展览，感觉“对
不起孩子们”。于是，在疫情缓解后，
周樱带领团队争分夺秒筹备，6月19日
在福州举办了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少儿
美术大展首展。

“原本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来，没
想到观众非常热情，家长和孩子们冒
着酷暑来观展，展期因而延长两周。”
周樱说，台湾的邀请方也持续与她沟
通，虽然大陆居民至今无法赴台，但
两岸货运通道恢复之后，展览作品得
以及时运抵高雄。

据介绍，高雄已连续３年邀请该
展参加当地最受学生欢迎的暑期大型
活动“2020高雄疯艺夏”，此次在高雄
悦诚广场展出精选作品近百幅。开幕
式上，高雄市儿童美术教育学会理事
长王彦岩表示，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交

流和互动，寄语两
岸少儿拥有更美好
的明天。

在 高 雄 展 览 现
场，两位来自高雄
的获奖小画家张家
蓁、郭庭籥也分别
找到了自己的作品

《无污之树》 和 《石虎新闻台》，他们
希望以自己的画作提醒大家关注生态
危机和环境问题，团结向前，共创绿
色未来。

周樱说，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积累了 11 年，已经成为两岸、港澳及
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交流的平台，从参
展的孩子们到两岸的策展人，都因此
结下了深厚友谊。她认为，这个展览
在疫情背景下仍能在两岸实地展出，
说明这项两岸少儿艺术交流活动广受
认同与期待。

“以往我每年都会去台湾，今年是
第一次缺席，非常遗憾。台湾朋友们
聚会时经常拍照发给我，问我什么时
候能再与他们相聚。”周樱说，“我很
想在今年秋天到台北补办一场展览，
希望那时我可以到现场去。”

本报台北 9月 2
日电（记者孙立极、陈
晓星）第八届TEAM20
建筑与规划新人奖近日
在台北揭晓。

发起于2013年的
TEAM20建筑与规划
新人奖，关注以人为本
的城市发展策略，关注
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
镇化、旧城改造、农村
可持续发展等多元议
题，是两岸建筑学界
的交流平台。今年因
为疫情评奖在线上举
办，在以往的两岸三
地建筑系学生参赛
外，扩大邀请了东南
亚及欧美地区的建筑
学院加入赛事。

今年得奖者包括
秘鲁罗马天主教大
学、秘鲁利马大学、
天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与台湾成功大
学的参赛者。

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高雄举办

艺术跨越疫情阻隔
路 梅

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高雄举办

艺术跨越疫情阻隔
路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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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一手炮制的“新课纲”实施一年来，
台湾各大高中职学校教师如陷“血汗工厂”，长期加班
加点超额工作。尽管抗议和反对之声不断，但民进党
置若罔闻，因为“新课纲”背后藏着他们不可告人的
政治阴谋。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
兆明2日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
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
尔罔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无视捷克主流民意，执意赴
台湾进行所谓“访问”，蓄意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中捷关系
政治基础，我们对这种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表示，近年来，中捷关系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取得长足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中
捷关系注入了新动力。我们敦促维斯特奇尔之流立即改弦更
张，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背信行为，
停止破坏中捷友好合作的政治基础。我们呼吁捷政府和主要
政党坚决抵制个别政客的阴险政治图谋，采取坚决措施消除
错误行为的恶劣影响，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以实际行动推动
中捷关系行稳致远。

就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

中联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9 月 1 日，在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检测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
取样。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