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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6月17日表示，为增加住
宅单位，香港新界的村子“不可能不拆”。上周五，抗议
新界拆迁的示威者在香港立法会上演了史无前例的暴力冲
击事件。新界发展计划在上届特区政府手中通过，近来，这
一计划遭遇巨大阻力。

新界计划研究了16年

香港被称作全球最拥挤的城市，不全因为土地太少，而是因
为香港用地极“省”。令人吃惊的是，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占总面积
的70%，多数是受法律保护的生态保育用地。

港英时代，为容纳新增人口，新开发多个新城镇，比如现在繁华
的荃湾、沙田区，是1960年代所开发；1970年代一口气开发了屯门、
粉岭、上水、元朗、大埔及马鞍山等地，接纳了抗战后数以百万计的
内地移民；1980 年代开发了现今的大型居民区将军澳与天水围；1990
年代则开发了东涌，那里也是内地游客喜爱的迪士尼乐园所在地。

“专制”的港英政府离开后，新界开发变成了烫手山芋。近年环保组
织、居民开始出来抗议，如今教育界和反对派也加入其中，抗议浪潮越
滚越大。

新界地近深圳。自 1990年代末开始，刚刚诞生的香港特区政府就展
开“新界东北规划及发展研究”，筹划在新界东北的古洞北、粉岭北、打
鼓岭、洪水桥等地兴建新市镇，然而因为种种抗议声，这一“研究”竟研
究了16年。

愿拆特首别墅配合规划

香港立法会上周审议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前期拨款申请，遭到示威人士
冲击，示威者以暴力硬闯大楼，移铁马、撬大门、毁外墙，香港媒体称之
为“黑色6·13”。

对于新界东北居民要求“不迁不拆”，梁振英17日表示，开发新市镇
“不可能不迁不拆”。他强调，过去3年特区政府做了很多场不同形式的咨
询，政府不会撤回财委会的拨款申请。

梁振英说，最近一两个星期楼价又再度上升，说明香港房屋问题无法
只靠打房“辣招”，而必须增加土地供应。“如果以前在将军澳、屯门、沙田
居住、工作的市民，他们坚持不迁不拆，我们今日就没有屯门、沙田、将军
澳这些新市镇。香港人的居住和整个生活环境会比我们今天实际的环境
差很多。”梁振英强调，港府会按法律和机制合理赔偿和安置。

针对议员质问，为何不将高尔夫球场及旁边粉岭特首别墅纳入新
界北发展规划里？梁振英表示，粉岭别墅的用途，是由城市规划来决
定的，而不是他本人来决定的，如果规划有需求，“我十分愿意向政
府提出，把粉岭别墅纳入整个新界东北的发展范围内”。

反两地融合也成抗拆理由

香港媒体指出，反对开发新界东北的声音主要来自几类人，
原居民，环保团体，还有反对两地融合的
香港激进人士。原居民和环保的诉求都
容易理解，而反对党人士和激进团体声
称新界开发有政治目的，是令新界东
北变成“深圳后花园”或“富豪双非
城”，这属于无中生有的极端想法。

新界开发本是对香港人有利
的举措，也被扣上政治大帽。
香港舆论指出，香港政治及
社会生态出现不理性的倾
向，对香港的长远发展
没有好处。

本报香港6月18日电 （记者
尹世昌）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
务局昨日公布，首长级和高层薪
金级别公务员的薪酬上调 5.96%，
中层薪金级别及低层薪金级别的
公务员的薪酬上调 4.71%。薪酬调
整追溯至2014年4月1日起生效。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
作出这个薪酬调整决定时，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已充分考虑到公
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六项因素，
即：从薪酬趋势调查得出的薪酬趋
势净指标、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
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职方
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公务员士气。
政府将会在 7 月 11 日举行的立法
会财务委员会会议上呈交这次薪
酬调整的建议，以待委员会批准。

6 月 18
日 ， 8 个 高 3
米至 4 米的球
星雕像亮相香
港 尖 沙 咀 码
头，它们各自
摆出不同的招
牌姿势，与游
人共享世界杯
狂欢。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6 月 18 日，名模演绎天然翡翠珍
品。香港中艺为庆祝金钟太古广场 25周
年，当天起举行“荟翡翠·耀银禧”展
览，展出总值 25亿港元的天然翡翠首饰
珍品及工艺品。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本报电 大排档是香港的特
色 文 化 。 香 港 政 府 为 抢 救 大 排
档，决心放宽大排档牌照转让的
资格，近日让港岛中西区 9 个大
排档小贩牌照成功转让，抢救大
排档暂告成功。《南方都市报》
报道称，最能体现港味的地道大
排档，是香港市井百姓的陈年记
忆。大排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非 常 兴 旺 ， 至 1970 年 代 ， 数 目
减少。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港
府发出固定摊位小贩牌照进行规

管。
据香港食环署透露，截至去

年底，香港仅余 26 家持牌大排
档。为放宽大排档小贩牌照的继
承和转让规定，港府规定，假如
区议会支持继续让某大排档在原
址经营，政府可考虑放宽其牌照
的继承及转让规定，容许持牌人
的直系亲属继承或承让牌照 （以
往只限配偶继承或承让），并可考
虑向其他有兴趣的经营者签发新
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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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6月18日电（记者陈君、刘刚） 唐
奖教育基金会18日在台北宣布，唐奖首届“永续发展
奖”殊荣由挪威前首相、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格罗·
哈莱姆·布伦特兰获得。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另外
三大奖项也将陆续揭晓。

2012年12月，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宣布捐资
30 亿元新台币成立“唐奖教育基金会”，设立“唐
奖”，分设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四大奖
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各奖项奖金为 5000 万元新台
币，这也超越诺贝尔奖成为全球目前奖金最高的学术
奖项。

过去 30多年来，布伦特兰夫人持续关注地球，促
进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被人尊称为“永续发展的教
母”。

据了解，唐奖委托台湾“中研院”负责评选，唐
奖评选委员会以“中研院”人员为主，并邀请岛内外
相关领域杰出人士共同担任。

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

“唐奖”颁给布伦特兰夫人

翡翠耀辉

据台湾媒体报道，澎湖虎井小学今年只有1名毕业
生陈婕妤 （前排右三），6 月 18 日该校举办毕业典礼，
特别邀请周边乡亲举办小区运动会及营火晚会来热闹
庆祝。陈婕妤在全校9名学弟学妹们的簇拥祝福下，载
歌载舞尽情表演。

据悉，陈婕妤 1 人独享县长奖、议长奖等 25 项大
奖。明年，该校会有3名毕业生。

澎湖1所小学
今年只有1名毕业生

港府宣布为公务员加薪
综合考虑公务员士气等六项因素

香港大排档仅剩26家
政府放宽牌照进行抢救

新界一景。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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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广州黄埔长洲岛，黄
埔军校旧址。

台湾退役上将、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
王文燮愉快得像个孩子。“到黄埔军校旧址

来缅怀前辈先烈是我的梦想。二三十年前，海
峡水冷，这样的梦想只能是心里一遍遍的诉

说，今天夙愿终得以偿！”
1938 年，日军飞机轰炸长洲岛，黄埔军校本

部被夷为平地。1996 年，按照“原位置、原尺度、
原面貌”复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如今每年接待
观众和游客120万人次。

对于黄埔人和黄埔后人而言，走进“陆军军官学
校”，都有着朝圣之心。或睹物思人、或缅怀追忆，虔
诚聆听一所军校的辉煌和传奇，也认真思考着一种精
神的使命和责任。

1924 年创办，时至今日，黄埔军校走过
了90年的光阴。6月18日，由黄埔军校同学
会、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广东革命历史

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黄埔论坛选在广州
举办，让不少黄埔同学有时光倒流的欣喜。

王文燮，跟黄埔的结缘就从广州开始。1949年
6月，当时还是流亡学生的他，从广州的黄埔码头
登船来到台湾的澎湖。他在澎湖当兵，后考进陆
军军官学校第25期。从此，“黄埔人”成为王文

燮最喜欢的称呼。
林上元，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出生

在黄埔军校创办的那一年。90 岁高龄的
老人动情地说：回顾 90 载的沧桑岁月，

当年黄埔岛上那激情澎湃的昂扬歌
声、战火纷飞中的青春岁月……

“黄埔军校”这个不朽的名字，
深深镌刻进中国革命史，成

为我们难以忘怀的共同
记忆。

黄埔记忆也
流 淌 在 后

代对长辈的追忆中。
1984 年 6 月 16 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

徐向前元帅担任会长。徐向前之子徐小岩说：当时的
黄埔军校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我的父亲也怀着报国救
民的壮志从山西远赴广州报考黄埔。父亲在晚年时仍
清晰地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从今天起，就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
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郑建邦讲述了祖父郑洞国将军当年考入黄埔军校
的一段“秘辛”：借了盘缠，从湘西北大山辗转千里来
到黄埔，报名日期却已经截止，心急的祖父只好顶冒
他人之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黄埔军校史上或
许是唯一的冒名顶替者。

耄耋老人回望往昔峥嵘岁月，满眼都是
荣耀。这荣耀，不是世俗名利，而是民族大
义。

黄埔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以“爱国、
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特别是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抗日战争中，
黄埔师生舍身奋战在抗战第一线，涌现出无数像左
权、戴安澜、谢晋元、赵一曼那样的民族忠烈。郑建
邦说，祖父在晚年常常说，“他们才是最优秀的，我
只是幸存者”。

王文燮从台湾带来了 1945 年日本投降书复制精装
版，送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他说：“共同抗日不仅
是两岸黄埔人的共同记忆，也是两岸增进认同的宝贵
财富。历史中有认同，如何寻找未来两岸关系的正能
量？增进深层次的认同是关键。这也是黄埔精神当下
的历史责任。”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琪表示，黄埔精神
是海内外华人心中的一座丰碑。黄埔军校旧址纪念
馆里的很多文物是黄埔同学和后人捐赠，旧址复建
也是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黄埔同学的回忆。“黄埔成为
广东的重要历史资源，我们将建立黄埔军校口述历
史研究中心，深入发掘黄埔军校的历史资源，打造
黄埔军校这一品牌，使其更好地成为联系海内外黄
埔人的纽带。”

在 纪 念 黄 埔 军 校 建 校
90 周 年 座 谈 会 上 ， 有 近 200
名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出席。他

们 之 间 ， 互 称 前 辈 、 学 长 或 是 同
学，即便素未谋面，一段关于黄埔军校的共
同记忆已然成就了他们之间难以割舍的亲近
和熟识。

黄 埔 军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创
办。如今，黄埔精神在两岸同样延续。“今年台湾
的第83期‘黄埔生’毕业，继承的仍然是黄埔军校
的历史和亲爱精神。后辈同学也已然为实现中山先生
中国统一的理想而努力着。”王文燮如是说。

“共同记忆·共同梦想”是此次黄埔论坛的主题。
论坛期间，谈到黄埔精神的历史责任时，大家说的最
多的是“中国梦”。

台湾退役中将、台海军原副总司令沈方枰说：
“简单地说，中国梦就是国富民强。” 沈方枰刚参观
了北京平谷的挂甲峪，新农村的变化让他感触颇
深。“这个村庄，30 年前农民平均年收入只有 200 元
人民币，现在是 3 万多元人民币。大陆改革开放、
两岸改善关系，我们看到了什么？30 多年，中国
人不打仗，就有了两岸经济的长足发展。两岸关
系和平永续发展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也是黄埔
同学的历史责任。”

对于梦想，黄埔后代也有着同样的执
著。“中国人从没有离实现中国梦这么近
过。但这看似不远的一段路程，却是荆
棘密布、险象环生，更需要两岸携手
圆梦。作为黄埔后代，我们为前辈
们所拥有的光荣与梦想而自豪，
也更愿意为把先辈的光荣进
一 步 发 扬 光 大 而 竭 尽 全
力。”郑建邦说。

（本报广州 6
月18日电）

当下

梦想

台退役上将王文燮向广东革命历史
博物馆捐赠1945年日本降书复制精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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