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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之内，香港特区政府所有公务员将
完成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区。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和民众对特区政府
公务员的期望和要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将对香港政治风气重回正轨和社会长治久
安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只有在爱国者治港的
基础上，“一国两制”才能在正确轨道上行稳
致远。

此前，香港已要求所有在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入职的公务员作出有关宣誓或签署声
明，至今共有逾 4000 名公务员作出有关声
明。2020年12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还专门
举行了公务员宣誓仪式。

这是依法治港的实际体现，符合香港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更对公职人
员起到指引和约束的作用。正如香港特区政
府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所言，拥护香港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
政府负责，是香港基本法和 《公务员守则》
下公务员的一贯责任。如公务员有不当并违
反誓言或声明的行为，特区政府会视个案实
际情况，按现有机制就有关不当行为采取相
应的纪律行动。

“引入宣誓或声明安排能真切体现公务员
背负的期望和责任，有助进一步维护和推广
公务员队伍应恪守的核心价值，并确保特区
政府的有效管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张建宗如此强调。
公务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及拥护香港基

本法，既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确保爱国
爱港者治理香港的一项制度设计和保证。作
为特区管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万公务
员承担着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香港
繁荣稳定的巨大责任。然而，“修例风波”期
间，多名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力活
动，或公开发表反对政府言论，完全背弃了
公务员应有的操守，引发民众强烈质疑。

“形势发展需要亡羊补牢，完善确保公务
员尽忠职守、对特区政府负责的制度。”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叶建明指出，香港国安法公布
实施为完善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特区政府
适时制定政策，要求在政府任职的一般公务
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区，是顺应时势之举。

正如叶建明所说，宣誓效忠就是要强化
公务员群体对自身身份的基本认识，经过宣
誓环节，让新的政治规矩得以确立。价值观
的正本清源也将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
香港长治久安。

对于特区政府的决定，“揽炒派”竭尽所
能加以抹黑，一些西方政客也表达所谓“关
注”。种种行径不仅凸显其对香港政治现实和
宪制秩序的无视，在法理层面也无法自圆其
说。要求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制度和拥护

国家法例，是不少国家的通例。英美等国对
公职人员和公务员的宣誓及违反誓言的后
果，也都有明确规定且行之多年。

“‘揽炒派’把宣誓抹黑为所谓的‘人
人过关’，纯属政治炒作，根本站不住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
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
指出，客观地看，虽然要求及安排全体公务
员宣誓或签署声明的举措是新的，但背后的
原则与香港公务员的传统及规范却是一脉相
承。与 《公务员守则》 比较起来，宣誓或签
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已算是
很基本和宽松的政治及法律要求。倘若有公
务员连这一基本要求也拒绝遵从，连香港最
基本的宪制基础及宪制秩序也要否定，确实
不适宜继续担任公务员。

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与肯定的同时，特
区政府的决定也得到公务员团体的认可和欢
迎。特区政府人员协会主席马志成表示，乐
见特区政府执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令
同事明确承诺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

他还呼吁公务员同事团结一致，齐心协
力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行稳
致远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香港电）

台湾深绿媒体 《自由时报》 近日报道称，
台胞在大陆“只要填了单子，就会被半强迫打
中国疫苗”，诬指大陆给台胞打疫苗未遵循自愿
知情原则。绿媒造谣是家常便饭，但把瞎话编
得这么没逻辑反常理，是不是太没水准，太丢

“政治诈骗集团”的脸，也太侮辱台湾同胞的智
商了？！

大陆正在抓紧生产新冠疫苗，产量目前仍
供不应求，全球50多个国家排队采购，多国政
府首脑示范接种，大陆民众中感染风险较高者
才可以在自愿前提下优先接种。绿色媒体能否
回答，大陆有什么理由“半强迫”台胞接种疫
苗？难道是疫苗太多了用不完怕浪费吗？

就算是大陆的前线医护人员等高风险人
群，接种疫苗都要本人自愿，受种者需提前阅
读知情同意书并填写问卷，对所告知内容理解
并同意再签字，接种现场必细细核对是否有过
敏体质、高血压、喉咙炎症等，只要一项不符
条件就不予施打。从研发、生产到接种，大陆
始终将疫苗的安全性摆在第一位，又怎会“半
强迫”台胞施打？最担心台胞打疫苗出状况
的，难道不是大陆吗？而最盼大陆疫苗出事
的，恐怕就是某些黑心绿营人士了吧？

什么叫“半强迫”？绿媒语焉不详；至于消

息来源，则是无名无姓的“两岸人士”，造谣成
本之低，手法之卑劣，令人咋舌。反观大陆这
边，福建、广西不少接种过疫苗的台胞已实名
接受媒体采访，一些台胞在网上分享接种过
程。何者为真，哪个是假，明眼人一看便知。

为打击异己、挑拨是非，绿媒早就沦为
“谣言制造机”。10 年前，《自由时报》 为了攻
击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也曾发过抹黑甲流疫苗
的报道，以“疫苗夺命 45 岁男颅内出血”的
惊悚标题吓得岛内掀起疫苗缓打潮，当时的台
当局“卫生署长”杨志良痛批，“任何有医学
常识的人都知道，动脉瘤破裂，跟疫苗怎么可
能有关系？”

包括绿媒在内的岛内绿营只问颜色不问是
非，只要立场相左则一切都错，比如当初两岸
开放直航包机就被说成是“木马屠城”；而若是
同路人，什么都可以是香的，比如莱克多巴胺

（瘦肉精） 美国猪肉，就非进口不可，有毒又怎
样？照他们的说法，“糖吃多了也不好，还不是
照样吃？”

大陆疫苗不但在国际上受欢迎，且在大陆
已经接种1000多万剂，无一例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每一剂都可全程溯源，安全性之高有目共
睹。但是到了台当局陆委会眼里，大陆给台胞

接种疫苗竟成了“拿台湾人民当实验品”。绿媒
造谣之后，陆委会马上跟进：“台商为了自身健
康安全，应审慎评估施打疫苗的安全性”，冠冕
堂皇地制造恐惧。台当局无视事实和科学证
据，蓄意抹黑大陆疫苗，正是造谣的鼻祖，歪
掉的上梁，带着整个绿营一步步沦为“政治诈
骗集团”。

自疫情发生以来，岛内绿营对大陆造的谣
何止成千上万，而且要多离谱荒诞就有多离谱
荒诞！造谣远比摆事实讲道理简单方便，只要
足够耸人听闻便可博人眼球煽动情绪，绿营因
此尝到了政治诈骗的甜头，经年累月造谣造
假，从选举“奥步”到抹黑大陆再到修改课纲
篡改历史，无所不用其极。

谣言经不起时间考验，真相终会水落石
出。这不，接种过疫苗的大陆台胞已经站出来
用亲身经历辟谣。被绿营瞎话祸害多年的岛内
同胞，也应该早就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无脑
谣言产生抗体了。

本报香港1月17日电（记者陈颖）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
局发言人15日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决定一次性要求所有公务员宣
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 15 日向各政策局及部门发出通
告，要求 2020年 7月 1日之前受聘的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他
们须在部门发出有关信函的 4星期内签妥及交回声明，受聘担任
高级职位的公务员还须宣誓。

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介绍，公务员事务局曾于2020年10月12
日要求，所有在2020年7月1日至10月12日之间加入香港特区政
府的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他们全部已在去年10月底前签妥声
明。对于去年10月12日之后收到聘书的人士，获聘任的条件之一
是须签署声明并交回已签妥的声明。在去年7月1日至今加入香港
特区政府并已作出声明的公务员，共有超过4000名。

发言人表示，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
港特区政府负责，是香港基本法和《公务员守则》下公务员的一贯责
任，也是政府和社会对他们一贯的期望和要求，所有公务员均须明确
知悉并接纳这些基本责任。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是对其须背负的
责任和期望的公开确认和真切体现，并且让他们更明确地意识到其
公职身份所带来的责任、承担和要求，有助进一步保护、巩固和推广
公务员队伍应恪守的核心价值，并确保香港特区政府能有效管治。

发言人说，如有公务员不理会或拒绝宣誓或签妥和交回声明，会令人
严重质疑该公务员是否愿意承担这些基本责任，以及他或她是否适合继续
留任公务员团队执行其职务。特区政府会逐一考虑每宗个案的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按《公务人员（管理）命令》或有关纪律部队法例下的机制展开行动，
终止有关公务员的聘用，在这一过程中有关人员会有机会作出申述。

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还设有机制处理公务员的纪律事宜。
如公务员有不当并违反誓言或声明的行为，特区政府会视个案实
际情况，按现有机制就有关的不当行为采取相应的纪律行动。在
根据《公务人员 （管理） 命令》或有关纪律部队法例考虑作出惩
处时，特区政府除了考量行为的情节、性质及严重程度等，该公
务员曾宣誓或作出声明、对其公职身份所带来的期望和责任已有
所认知但仍然作出这些行为，也一定会在特区政府考虑之列。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17日发表网志表示，公务员
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有责任拥护基本法和
落实“一国两制”，“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单是短短誓词或一
纸文书，实则具有重大标志意义，展示了公务员队伍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区的忠诚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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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宣誓助重塑香港政治风气

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又黑大陆疫苗 绿营沦为“谣言制造机”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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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 1月 17 日电 （记者郭鑫、李寒
芳） 澳门大学17日举行40周年校庆启动仪式。澳门
特区政府官员、中央驻澳机构代表、教育界人士、澳
大教职员、学生、校友等聚首澳大图书馆广场为校
庆揭开序幕，分享澳大建校40周年的喜悦。

启动仪式上，校方以一段珍贵的历史片段开
场，回顾澳大过去40年的历史和发展。此后，澳门特
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澳大校董会主席林
金城，前校长姚伟彬、赵伟，现任校长宋永华等一同
主持校庆启动仪式。

欧阳瑜在致辞时表示，澳大不仅是澳门高等
教育发展的缩影，更是澳门发展的见证者和重要

参与者。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大在横
琴建设新校区，使澳大拥有今天的美丽校园，为
学校的发展创设了更好的条件。澳大现已成为一
所教研并重、在亚洲排名靠前的高等学府，拥有
多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芯片研发、中药质量研
究、智慧城市物联网等领域表现出较强的实力，
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切，都得益于澳门
的发展和国家的支持。

宋永华在致辞时表示，2021 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澳大也步入“不惑”之年。在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下，澳大以开
放自信的胸怀、创新进取的面貌，站在建校 40 周

年的重要节点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惑新
航，扬帆追梦”。展望未来，澳大将进一步加强责
任担当，更好地配合特区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技
创新领域的施政部署和方向，透过推动一流的人
才培养、高水平的成果转化、多元的社会服务
等，切实助力澳门的产业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澳大当天还举办校庆开放日，让澳门市民通过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示和活动，亲身体验澳大的教
研发展以及多元校园生活，感受澳大的日新月异。
澳大今年将举行一系列涵盖学术科研、文化交流、
校友发展等主题多元、内容丰富的校庆活动。

成立于 1981 的澳门大学前身为东亚大学，是
澳门唯一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2009 年，中央政
府同意澳大迁建横琴岛，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
门特别行政区对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实施管辖。2013
年，澳门大学位于横琴岛的新校区正式启用。

澳门大学启动40周年校庆活动澳门大学启动40周年校庆活动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 者李寒
芳、王爱华） 在老师的带领下比出

“V”字手势互相加油打气，同学们
互相“模拟抽考”阵前磨刀……澳
门冼星海大马路的教业中学门口，
这个周六人头攒动。

2021年中国内地普通高校联合招
收澳门保送生考试（“保送考试”）于1月
16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在澳门教业
中学举行。98所内地高校代表对逾千名
澳门学生进行面试、笔试等考核程序。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教局介
绍，今年共有1192名应届高中毕业生
获中学推荐参加保送考试。报名学生
最多的前五个省市分别为广东、北
京、上海、湖北和江苏，报名人数超过
保送名额的高校共有33所。

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
任王志伟率领考务团一行逾百人，
于1月15至19日来澳主持考试。

澳门特区高教局工作人员对记者
表示，为配合防疫需要，采取三个时段
错峰安排考试。考生进入考场须佩戴
口罩、出示健康码及进行体温检测。

虽然没达到内地“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的紧张气氛，但“保送考

试 ” 也 备 受 关 注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许多学生早早来到现场排队，
也有一些教师和家长陪同前往。面
试完毕的考生们一出考场门，马上
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交流心得。

澳门培华中学的徐老师在考场外
等待面试的学生们。她告诉记者，今年
因为疫情，许多原本打算赴美国、欧
洲、澳大利亚等就读的学生都“回流”
选择申报内地高校，因此今年报名人
数较往常多，竞争也更为激烈。

同善堂中学的易小龙今年选择
报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连续三
年在全年级排名前三的他表示“很
有信心”。“在内地就读能开拓我的
视野，是全新的挑战。”易小龙说。

“内地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想
能够利用在内地读书的机会，锻炼
挑战自己。”同样来自同善堂中学的
吴志豪报考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据介绍，保送录取结果及“征
集志愿计划”将于 17 日于澳门特区
高 教 局 网 页 及 保 送 生 推 荐 系 统 公
布。凡未获录取的保送生可报名参
加“征集志愿计划”，向尚有余额的
高校争取保送机会。

2021年内地高校招收澳门保送生考试举行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的数万亩青梅相继开花，竞相争艳。
图为两名游客在永泰县溪洋村的青梅林里拍摄。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冬闲时节，贵州省册亨县板街坝区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基地，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贵州省册亨县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在县内坝区
种植“短、平、快”且可常年种植的“广东菜心”近一万亩，带动周边本地群
众就业。图为村民在将刚采摘的蔬菜装进篮筐。梁兴星摄 （人民视觉）

由香港中文大学与广
州大学团队设计的“高步
书屋”，位于湖南省通道
侗族自治县坪坦乡高步村
小学旁，是一座面向农村
留守儿童的图书馆。每到
周末，村里的孩子们总喜
欢走进书屋，享受一份宁
静和惬意。图为小学生在
书屋阅读。
李尚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