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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录取比例仅为1.5%

内地“国考”向来是媒体关注的热门
话题，从报考人数、招录比例看，香港公
务员招考引发的关注也毫不逊色。2015 至
2016 年度，香港特区政府总计公开招聘约
1.2万名公务员，共接获78万余份申请，平
均每个职位收到 65 个符合资格的申请；
2016年政府招聘 40名最受大学生群体青睐
的政务主任，共收到近2万份申请，录取比
率达1∶475，创回归以来新高。

作为政府总部下属 12 个决策局之一，
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负责招录、管理公
务员队伍。公务员入职，首先由招聘部门
在政府网站或媒体发布招聘广告，申请人
必须是特区永久性居民且符合学历、专业
资格、专门技能等要求。此后，招聘部门
会安排申请人参加笔试或者技能测试，最
终由招聘委员会通过面试确定人选。应聘
者如果对应聘结果存有疑问，可以申请查
阅所有资料，如发现有足够证据证明招聘
过程存在问题，即可向有关机构提出申诉

甚至提起诉讼，避免出现可能的“萝卜招
聘”弊端。

特区政府很多公务员对入职考试的体
会是“简单易考”，但“敲门容易进门
难”，面试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以政务主
任为例，面试会同时以中文 （粤语） 及英
文进行，每名考生需就一个题目进行3分钟
演讲，然后面试官就演讲内容提出问题。
第二轮面试包括长达3小时的小组讨论，评
核考生对时事的掌握及如何站在领导者的
角度思考问题，模拟考生面对议员或传媒
的尖锐提问时如何应对。最后一轮为个人
面试，由考生单独接受 5位面试官的提问。
正是依靠严格、公平、公开的关口，特区
政府才能确保能来“做公的”都是一流人
才。

三语并用“化繁为简”

本地记者用粤语，他就回应粤语；外
籍记者讲英语，他就飙英文；内地记者说
普通话，他也能对上不甚流利的“港普”。
作为媒体从业者，记者在港采访公务员最

大的感触就是没有语言障碍。特区政府公
务员从上到下，从普通警员到政府高官，
普通话、英语和粤语转换自如，应对流利。

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工作理念中，有特
别重要的两条——“不断学习”“化繁为
简”。前者讲究要“孜孜不倦学习新知识，
吸取经验以求改善”。后者则强调“谋事以
智，而非以勤”，取消不重要或不必要的工
序、程序，尽量把权力下放。比照这两项
要求，香港公务员队伍体现出来的专业化
程度一直以来都为人称道。特别是涉及专
业知识技能的司局，很多公务员名片上除
了职位、头衔，往往还会加上各类专业资
格认证。如屋宇署和建筑署的公务员，主
要都是测量师、工程师和建筑师出身。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
的《201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在全球
61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一，其中“政府效
率”高居全球榜首；得益于优秀而专业的
警队，2016 年香港整体罪案发生率同比下
降 9 个百分点，创 1978 年以来新低；一项
国际权威的年度旅客意见调查显示，香港
入境处连续两年 （2015、2016 年） 赢得全
球最佳出入境服务大奖。从市民上网查找

资料、缴付费用到进出香港、医疗护理、
公共服务，在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和稳健
的金融体系的每个环节，每一名香港公务
员都在奉献着自己的专业才智。“公务员的
服务默默无声无处不在，也许习以为常，
却不可或缺”，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
示。

收10港元“茶钱”也受罚

除了高效，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廉洁也
闻名世界。2016 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香
港的“整体廉洁度”在全球113个国家及地
区中排行第八。曾在香港廉政公署任职 27
年、担任过廉署副专员的郭文纬强调，公
职人员只要收受贿赂，无论100元、1万元
还是100万元都是犯法。曾经有市民签收邮
件时为表达感谢赠与邮差10元“茶钱”，这
名邮差最终被指控涉嫌受贿并受到处罚。

“公务员廉洁奉公是令公众继续信任和
支持政府的关键”，一直以来，特区政府公
务员事务局都将工作重心放在政策制定
上，确保让所有公务员做到“有法可依”。

该局制定的规则、指引内容广泛，涵盖公
务员队伍的基本信念、避免利益冲突、申
报投资、接受利益和款待等多项内容。其
中仅与“品行”有关的就包括 10 条，如

《公务员守则》、公务员诚信管理、申报私
人投资、接受利益及款待等。而“公务员
必须确保公职与私人利益之间不会出现实
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公务员不得
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或馈赠”
等诸多堪称“繁琐”的法例，更从方方面
面规范了公务员的行为。

与此同时，公务员事务局还同廉政公
署及各司局密切合作，通过持续的诚信教
育、监管措施，来守护公务员廉洁守规的
文化。如果有证据显示有公务员涉嫌违规
或不当行为，有关部门或决策局会按照既
定程序开展调查，并采取适当的纪律惩
处。有统计显示，近5年来，根据相关法例
施加纪律惩处的个案共有1471宗，有82名
公务员被革职。

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
光表示，特区政府会维持公务员士气，“使
他们继续本着积极进取、精益求精的精
神，为全港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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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务员 高效又专业
本报记者 黄 拯

“阻差办公”“送官究治”，这些看起来颇

有古韵的用词，今天依然活跃在香港社会中。

而这其中的“差”“官”，对应的就是香港政府

公务员。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公务员人数接

近 17 万，平均每十万人对应 2400 余名公务

员。也正是这支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精

细的公务员队伍，确保了香港能够保持自己的

独特竞争优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久前表示，

香港地方虽小，管理的事情却非常多，“我们

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也要制定执行特区的

政策。我们的公务员团队尽忠职守，非常优

秀，非常值得赞赏。”

澳门的新马路一带就像北京的王府井，是游客必到之
地。在最中心区域的议事亭前地喷水池边，一座典雅秀丽的
西式建筑静静伫立。白色的墙体，绿色的边框，圆柱和拱门
凝结成典型的巴洛克风格，这就是始建于18世纪中叶的仁
慈堂大楼。2005年，它与澳门其他20多座建筑共同构成的

“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见证历史风云

16 世纪中叶，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作为葡萄牙
国教的天主教开始在澳门落地生根。1576年1月，罗马
教宗下令成立澳门教区，贾尼劳主教（D．Belchior
Carneiro）被任命为这个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教区的首
任主教。

在此前的 1569 年，即贾尼劳到达澳门的第二
年，他怀着一颗慈善之心创立了仁慈堂，因而仁慈
堂曾被当地华人称为“支粮庙”。

仁慈堂与澳门的历史交织发展，许多重大事件
或多或少都曾有仁慈堂的参与和见证。仁慈堂开办
了中国第一间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还开设了
育婴堂、麻疯院、老人院、孤儿院等机构。据史料
记载，仁慈堂的麻疯病院是澳门历史上第一所社会
福利服务机构。贾尼劳主教也是澳门早期重要历史
人物之一，他参与了 1583 年澳门第一个政治机构
——澳门议事会的创办。仁慈堂不仅为社会基层提
供医疗和社会救济，甚或参与金融领域的活动，是
中国最早发行中西式彩票的地方。

仁慈堂大楼修建于18世纪中叶，至1905年形成
今天的面貌。澳门回归祖国后，仁慈堂各项慈善事

业迈上新台阶。

面向公众开放

尽管仁慈堂门前人流熙熙攘攘，不少游客都以
这座漂亮的建筑为背景拍照，但少有人知道这座二
层小楼上还藏有一座博物馆，更鲜有游客上去参
观，可谓“身处闹市无人问”。

为了让澳门市民及游客了解仁慈堂的宗旨和历
史，发扬助人仗义的仁爱精神，仁慈堂耗资200万澳
门元对大楼进行装修并改善安保系统。2001年 12月
14 日，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主持了仁慈堂
博物馆开幕仪式。10年后博物馆进行扩建，2011年
12月6日，行政长官崔世安为仁慈堂博物馆新展厅主
持落成揭幕礼。

进入博物馆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澳门天主
教区第一任主教——贾尼劳先生的头像雕塑，博物
馆以此表达对这位创办者的敬意。博物馆 2000多件
收藏品分布在两间展室，第一间主要展示与天主
教、耶稣会以及仁慈堂有关的瓷器、牙雕、木雕、
银器和书籍文献等，还有当初仁慈堂创办的白马行
医院的铜钟。另一间展室里正面墙上悬挂着绘于 18
世纪的贾尼劳主教全身油画，下方的小玻璃方框内还

有他的头颅遗骨和陪葬的十字架，对面墙
上则有104.5厘米高的同治年间粉彩瓷器
耶稣圣心雕像等。这些展品都印证着东西
方文化在澳门和睦共存的史实。

慈善传承数百年

数百年来，仁慈堂的核心工作始终
是围绕其一贯宗旨：为社会上最需要帮
助的人群提供援助。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仁慈堂就已开展长者服
务，所在地便是广为人知的“婆仔屋”。这处当年收
容无依妇孺的院舍，2009年1月已经华丽转身——改
建为仁慈堂婆仔屋文化及创意产业空间，为这座历
史悠久的建筑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另辟新址的仁慈堂安老院，经过几次扩建、翻
新，现在可供 120 位长者入住。早在 1637 年成立的
女童孤儿院，现在是提供葡语和中文学前教育的托
儿所，可托管258名年龄六个月至三岁的婴幼儿，弥
补了社会上葡语托儿服务的不足。

创办于 1960 年的盲人重建中心，是澳门唯一一
所为视觉受损者设立的社会服务机构，为 16岁以上
患有严重视障的人士提供活动场所、职业技能训

练，如毛线编织、藤编等，帮助他们重返和融入社
会。

仁慈堂还在不同时期为贫困人士及灾区等提供
支持。当年汶川地震、海地地震等大灾发生时，仁
慈堂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正是由于长期传承善行善举，澳门仁慈堂在
2002 年获得政府颁发的“仁爱功绩勋章”。2009 年，
担任仁慈堂值理会主席 10多年的飞安达先生同样获
此殊荣。

今年7月初，在庆祝仁慈堂成立448周年的活动
上，飞安达表示，仁慈堂作为慈善团体，不分国
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为有需要人士提供适切
服务，今后会一如既往延续这一优良传统。

▲ 巴洛克风格的仁慈堂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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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岛金钟添马添
美道2号的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大楼。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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