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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月18日电（记者
王茜）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8日发
表的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显示，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的 4.1%下跌至 2021 年 10
月至12月的3.9%。

据统计数字显示，就业不足率
由2021年9月至11月的1.8%下跌至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的 1.7%。总就
业 人 数 由 2021 年 9 月 至 11 月 的
3673300 人，上升至 2021 年 10 月至
12月的3680700人，增加约7400人。

香港10月至12月期间，主要经
济行业失业率均见下跌，其中建造
业、零售、住宿及餐饮服务业以及
教育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
长罗致光表示，10月至12月期间香
港经济持续复苏，劳工市场继续改
善。近日出现新一波疫情，因收紧
社交距离措施，与消费有关行业在
短期内将会面对一些压力。香港劳
工市场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香港疫
情及经济复苏的步伐。

香港2021年10月至12月失业率降至3.9%香港2021年10月至12月失业率降至3.9%

1月 18日上午，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的台湾社区一号楼公寓迎来
第一批45户台胞租户。该社区是福州市面向就业创业的台胞推出的首批公
共租赁住房，共计550套。图为台青张雅雯展示钥匙领取书。 游庆辉摄

以比赛带动学习

此次基本法全港校际问答赛初赛将于
2 月 14 日至 21 日举行，决赛将于 6 月举
行。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教育局向来
重视香港基本法教育，为庆祝香港特区回
归祖国25周年，本届问答比赛的题目将增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和
成就、国家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以及香港
自回归祖国以来的发展情况，以加深学生
对国家及香港特区的认识，了解当中的宪
制关系，从而增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国民
身份认同。

启动仪式上，紫荆文化集团向特区政
府教育局及全港中小学赠送了宪法、基本
法系列学习丛书 《识法导航》，共计 1 万
册。该套图书由紫荆文化集团专门组织香
港和内地权威法律和教育专家编写，分小
学版、中学版，内容涵盖宪法、基本法等
法律知识。在该书“读史识法”栏目中，
编写了“香港回归 25 周年时光穿梭”，让
学生们一览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重大历史
事件，了解“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
践及取得的伟大成就。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为活动主
礼时表示，《识法导航》可作为学生准备本

届问答比赛的阅读材料，同时也鼓励校长
们加以善用，在学校推动国民教育。

为学生提供好教材

近日，香港中学生课堂上又多了一套
讲授基本法的优质教材。由多位香港知名
专家学者主讲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
本法”系列短片 1 月初上线，供香港中学
生在“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堂上观看。
该系列短片有中英文版本，包括“一国两
制”简介、香港问题的由来、“一国两制”
的体现和关系、基本权利与义务、自由港
与国际金融中心等8个主题。

参与该系列短片创制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表
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需要对学生加强国
安教育，而国安教育亦是国民教育、法治
教育和道德教育。老师需要为学生准备教
材，该系列短片让老师有更多资料配合讲
解，短片形式比较生动， 配合其他教材会
很有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
主任谭惠珠说，“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是非
常重要的，但是香港年轻人不一定明白香
港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也可能不明白“一
国两制”的来源，所以她希望参与短片的

制作来介绍历史背景。
短片另一位主讲人香港特区立法会前

主席范徐丽泰表示，能够有一些短片给学
生看，让老师有更多材料介绍国家宪制架
构，介绍国家发展情况，对于香港年轻人
十分重要。她希望能推动教育界乃至社会
公众掌握基本法精髓，正确理解“一国”
及“两制”的关系。

教育界需共担责任

在香港教育领域推广基本法是个系统
工程，不但要面向学生，也要面向老师。

香港教育局去年底推出新规，要求从
2022至2023学年起，所有公营学校新入职
的教师须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方可获考虑
聘用，首轮测试举行后，将循序渐进推广
至全港其他学校。此外，香港教育局要求
新入职的教师在条件许可时前往内地进行
3至4天的交流，通过与内地中小学教师的
交流、企业的参观或一些文化项目，对国
家有更全面的认识。

同样在去年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现身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教师培
训讲座，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有行政
长官直接参与教师培训。从宪制秩序、宪法
与香港基本法的关系，再到民主的真正意
涵，林郑月娥的授课直面香港社会长期存在
的认识问题，帮助教师透彻掌握相关知识。

林郑月娥在授课培训中表示，香港教
育最重要的一环，是希望通过教育增强年
轻人的国家安全意识，防范外国势力利用
年轻人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何通过
公众、学校的教育，让市民理解“一国”
和“两制”的关系，是教育界共同承担的
责任，“希望教育界有承担，培养出有国家
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社会担当的
新一代。”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有志
青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港澳
青年应在大湾区发展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收获自己的成就。”香港霍
英东集团副总裁、广州市青年联合
会副主席霍启文说。

广东省广州市“百企千人”港
澳大学生实习计划 2022 年寒假专
项行动近日在当地启动。曾担任该
计划“首席招聘官”的霍启文寄语
青年：广州对来穗发展的港澳青年
提供了许多支持，期待更多港澳青
年在广州实习后，留在广州就业、
创业、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读于中山大学智能科学与技
术专业的香港学生小安，如今已顺
利完成在广州希音公司的实习。小
安说，1个多月短暂而又充实的实
习经历，既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社
会，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提供
了很实在的帮助。

在暨南大学学习广告学专业的
澳门学生小麦，目前在广州逸仙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实习。她所实习的
部门是公司的北美事业部，亲身参
与体验项目搭建，在她看来，既是对
能力的考验，也是难得的成长机遇。

“百企千人”港澳大学生实习
计划自 2020 年开展以来，共由广

州市内300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超
过 2300 个实习岗位，来自中山大
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澳门大学等高校共计1200余
名港澳台大学生报名参加，已有
416 名港澳台生在穗完成实习任
务。今年寒假，还将有 200 多名港
澳台青年投入新一轮岗位实习。

“要不断完善支持港澳青年来
穗发展工作体系。”广州市政府港
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昌雄说，对
于港澳青年来穗发展，一方面要强
化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的力度，另
一方面要强化整合资源、全链条服
务的能力。

广州市目前共建成港澳台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 46 家。截至去年
底，相关基地共吸引港澳台创业项
目 1382 个，培育引进估值亿元以
上的创业企业 15 家，比 2020 年增
加 7 家，其中上市公司 2 家。成功
申请专利 1009 项，其中发明专利
861项，占 85.33%。同时吸引 3000
多名平均年龄 33 岁的港澳台青年
落户广州。

“云聚英才·展业白云”2022
年港澳台大学生实习就业活动近日
也在广州市举行。来自暨南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等在粤高校和武汉大

学、郑州大学的共 32 名港澳台学
生，在该区开展 1—2 个月的实习
交流活动。

“祖国对港澳台学生有力的政
策支持，体现了国家对我们的信心
和期许。”参加实习的香港学生小林
说，希望通过这次实习学到更多，也
将努力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中，和身边的香港同学一道，共同担
当粤港两地文化融合的桥梁。

“我们将珍惜这个难得的实习
机会，努力工作，积攒经验。未
来，更好地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
展，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施展才
华、开创事业、成就自我。”澳门
学生小谢说。

台湾学生小洪说，大学生步入
职场，本来就是不小的挑战。这次实
习不仅仅是历练的过程，更是提前
接触社会的契机，自己受益匪浅。

据新华社福州1月19日电（记
者董建国） 记者从福建省住建厅获
悉，今年福建将继续提供100个闽台
乡建乡创合作项目，支持台湾建筑师
以及文创团队在福建助力乡村建设。

近年来，福建以深化闽台交流
合作为契机，鼓励台湾建筑师和文
创团队来闽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
今年福建省级财政将安排5000万元
支持100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
每个项目补助 50 万元。项目涵盖集
镇环境整治、农村社区建设、农民建
房、城市管理等，同时也支持各县乡

引入台湾建筑师团队作为城乡建设
顾问开展陪护式指导。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福建省
累计引进95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
队、300 多名台湾乡建乡创人才，
为福建 228 个村庄提供规划设计、
产业文创等陪护式服务，培育出一
批促进乡村振兴的合作样板项目。

“台湾团队深入福建乡村，帮助
规划、设计、营造美丽乡村，通过
创意、营销，带动产业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活力。”福建省青年建
筑师协会秘书长刘炳辉说。

提供优质教材 举办问答比赛

香港加强中小学生基本法教育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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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近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办“第八届基本法暨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际问答比赛启动礼暨赠书
仪式”，并向全港中小学发出通函，鼓励学校和学生踊跃参与。

要让香港年轻一代正确理解“一国两制”，教育是关键。香港国安
法颁布实施以来，香港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
改革，重点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深入认识香港基本法。

港澳台学生广州实习收获多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交流中心与多家企业签订共建合作协议。
张姝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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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广东省鹤山市书法家在雅瑶镇隔朗村开展下乡写春联、送福字活动，将春节

的美好祝福送到村民手中。

上图：写春联、送福字活动现场。

右图：书法家在写春联。 黄继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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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9日电（记者任
成琦、金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9日应询表示，我们敦促斯洛文尼
亚政府以实际行动恪守在涉台问题
上的严肃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
问题。民进党当局利用各种伎俩拉
拢渗透有关国家政客，妄图倚靠外
部势力谋“独”，难逃失败下场。

有记者问，近日斯洛文尼亚总
理在涉台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把
中国台湾地区称为“民主国家”，为
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说项，还表示
支持立陶宛的涉台做法，正在推进
与台湾“互设代表处”。对此有何评

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表示，斯洛文尼亚有关政客

的言论罔顾事实、混淆视听。他应
该清楚，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应
该好好读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 的原
文，即斯方重申将继续坚持一个中
国的原则立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斯洛
文尼亚共和国不和台湾进行任何官
方往来和建立任何官方关系的立场
不变。

国台办：

敦促斯洛文尼亚政府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