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戰地記者「翠容」一席話

迎接國安愛國教育的新一年

https://bit.ly/3C72wNF

行政長官賀一誠及其屬下各司長在11月份完成施政辯論，亦是現屆政府最後一
次列席立法會，回應議員按明年施政方針提出的問題，當中，國家安全及愛國教育成為
施政關注重點。

五位司長在五場與立法議員的辯論中，在各範疇內似乎都不缺涉及這個問題，
或許跟、又或贊同如何進一步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青年的愛國教育工作。

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他在引介明年行政法務範疇施政方針時指出，為配合《
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實施，當局將務實有序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配套立法，向立法會提
交修改《就職宣誓法》的草案，就是為完善特區公職人員的就職宣誓制度。

至於議員關注有公務員有「躺平」心態以及問責等情況。張司長的不可否認地
說，公務隊伍中確實存在一些「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躺平」情況，這亦是最令當局頭
痛。他認為，問責應由領導主管開始，但亦應該有「容錯」機制。

在經濟財政領域，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 司長李偉農亦提到，來年重點發
展的旅遊經濟，會特別推出一些旅遊推廣計劃，包括從財政預算預留資源，推出涵蓋機
票交通、酒店住宿、餐飲娛樂等，有利於吸引外國客來澳的系列優惠。拓展包括了拓展
東北亞及東南亞的多個國家旅客市場，致力開拓這些國際直航航線。並會會根據與博
企簽定的合同，結合《博彩法》的執行，做好監管博企承諾的社會責任執行情況工作。但
對片區活化項目，如福隆新街的經營等，則仍需要過渡時間讓商戶及博企適應。

他認為，本澳社區具備其他地區不可複製、獨一無二的人文魅力與氛圍。希望做
好招商工作，借市場之力，結合時下新的經營理念模式，可以帶旺區內和周邊的中小微
企。當局亦備送出 25萬份獎品，在明年澳門回歸 25周年時，吸引旅客進入本澳社區以
惠及各界。

保安範疇的司長黃少澤，更認為明年工作重點，將是為澳門回歸25周以及第六
任行政長官選舉，「全力做好安保及國安執法工作」。提高識別各領域安全動態和風險
威脅，積極防範和遏制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和本澳社會穩定的活動，確保相關慶典及重
要活動圓滿進行。

他又指，明年保安部門將以「防風險、除隱患、保平安」為宗旨，堅持底線思維、強
化風險意識，做好「識別、研判、預警及防控」的能力。

黃司長表示，保安部門將逐漸推進本澳維護國家
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貫徹「全民參與」理念，充分調
動廣大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營造「國
家安全、人人有責、人人可為」的社會氛圍。

他又稱，當局將「全方位防範、抵禦和化解境外敵
對分子和境內反中亂澳分子，對國家和澳門安全環境的
破壞，以及外部勢力的滲透和干預。」

而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管轄的社會文化範疇。
就將在明年完成出版全套《國家安全教育》補充教材，並
投入使用。同時，將整合現有「初一綜合體驗教育營」及
教育與青年設施，推出以初一學生為對象的「愛國主義
教育營」，以加強「愛國教育」。

同時，透過各種多元化活動，增強青少年的文化
自信，持續深化愛國愛澳教育工作。

在運輸工務範疇，司長羅立文都表示，明年底澳
門將具備較好基礎，迎接新時代發展。當局目前判給金
額起過1億元的工程項目合共有60個正在進行中，涉及
總金額達520億澳門元。

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在引介時指出，過程中部
門持續對工期及預算進行嚴格管控。「公共工程的超時、
超支問題已經在結構層面上獲得解決」。在拓展輕軌網
絡方面，氹仔與澳門之間的連接線路段，在12月8日開
通，媽閣站也同時啟用。橫琴線和石排灣線則可於明年
開通，也會繼續推進今年已經動工的東線建設。澳氹第
四條跨海大橋在明年落成後，他相信有助令城市交通，
變得更為便利並帶來更多效益。

羅立文在引介中「感謝整個團隊，包括一些今天已經離開我們的成員」，而在辯
論結束前，羅司長多次感慨「現時做公務員難咗好多」。他在兩屆任期9年內，送別兩位
局長，見證15名局長就職宣誓。期間，亦因議員接到的士開投的投訴，多次提及「唔好開
口埋口叫廉署」。

澳 門 語 言 交
流暨文化推廣協會

（ L E C PA ）於 十 一
月十二日邀請到戰
地記者張翠容蒞臨
澳 門 舉 行「 他 們 的
故事，我的見證」分
享會。在分享會上，
翠容率先介紹了以
巴 衝 突 的 始 作 俑

者，就是一九一七年英國外交官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 
年），他代表英國贊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的公開保證，而這份宣言就
被稱為《貝爾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國家正式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第一
個宣言，亦即是埋下以巴衝突的種子。從此，建立錫安主義興起，其政治目的是
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而不是像他們僑居各國家中作為少數民族一樣。

英國及美國以大國自居，將大部份肥沃的土地及哭牆等宗教旅遊景點
歸以色列，而周邊貧瘠缺水的土地歸巴勒斯坦，亦因為如此，巴勒斯坦人認為
世界對他們不公平，決心要抵抗到底，誓要立國及爭取應有的合理土地資源。

多年來，以色列透過種族隔離，建圍牆，建猶太殖民區等措施，讓以巴衝突火上
加油。

作為一位戰地記者，翠容除了報導了很多慘痛的衝突場面，更願意以良
知良能去報導倡導以巴和平的運動者。凱拉．米勒（Kayla J.Mueller，1988年
8月14日—2015年2月6日），是著名的美國女性人權活動家及人道主義者，在
奔走和平運動期間，幫助逃亡到以色列的非洲難民。後來，被伊斯蘭國武裝分
子的綁架，最後慘遭殺害，但是，她的犧牲喚醒了世人要更關注以巴和平。當
然，還有詩人及其他無名英雄都接受過翠容訪問，這一切都會在翠容的《中東
現場》一書的修訂版有翔盡的報導。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色列和哈瑪斯同意在加沙實施至少四天停火，同時
允許人道主義救援進入，成為以巴衝突爆發以來的首次停火。根據協議，哈瑪
斯將釋放五十名人質（多為婦女和孩童），以換取至少一百五十名被以色列關
押的巴勒斯坦人（同樣多為婦女和孩童）。

戰火連天的戰地記者，不但為我們送上最新的戰地消息，更以身犯險，
為世人報導和平進程。請為以巴和平祈禱，祈求上主開啟兩地官民的心目，共
同締造真正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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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有關12‧3事件解說的書

懷念聖方濟各沙勿略

1966年的12‧3事件，對澳門來說影響深遠。事件距今近60年，
不少當年的見證者仍在，有關的歷史資料十分豐富，包括有官方檔案、
文獻記載和口述歷史等。正正由於資訊太多，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因此，在進行歷史教學時，更應該採取中立客觀的科學態度，依循《歷
史基本學力要求》的指引，協助學生通過探究本土的過往事件相關議
題，理解史料證據與歷史解釋的關係，從而培養學生批判與分析思考
的能力。

以下摘錄兩本有提及12‧3事件的書籍的內容，供大家參照，如
果有興趣可以深入研讀。

「一九六六年底，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後不久，澳門左派外
圍團體的『氹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在屢次向海島市政府申請擴建
校舍未獲答覆後，自行在坊眾小學預訂興建地點搭建竹棚。十一月十
五日，海島市政廳與群眾代表談判無效後，招來大批葡警至坊眾小學
現場強迫停工，與當地群眾發生對峙場面，最後發生了葡警動武毆打
群眾，共打傷三十四人的『氹仔坊眾小學事件』。」（頁246）「十二月三
日，前往南灣澳督府陳情的澳門左派師生代表，在進入澳督府內被葡
國軍警毆打，消息自南灣傳回中區，引起華人市民的高度激憤。上千名
群眾遂在市政廳廣場（議事亭前地）集合示威抗議，並衝入市政廳與仁
慈堂大肆搗亂，發生了群眾騷動。」（頁247）

「從目前所掌握的部分資料初步分析，引發“一二‧三”事件的
主要原因是長期積怨而形成的極深的民族矛盾，氹仔“一一‧一五”事

件 為 這 種 難 以 調
解 的 尖 銳 矛 盾 提
供 了 導 火 線，而
1 2 月 3 日 群 眾 衝
擊 總 督 府、市 政
廳，砸 爛 葡 人 雕
像，燒毀警車，則
是 憤 怒 情 緒 的 全
面宣泄。國內“文
化大革命”大氣候
對 事 件 不 是 沒 有
影響，但只在事件
的中、後期發生作
用。」（頁256）「“
一二‧三”事件的
確 為 澳 門 帶 來 消
極負面的影響——法治喪失、經濟蕭條、社會不安以及道德價值觀混
亂，這是任何大規模群眾運動非理性、過激、極端行為後不可避免帶來
的後果，但是，澳葡政府經此一役，吸取了深刻的慘痛教訓，逐漸調整
改變其僵硬過時的殖民政策和手段，這為澳門長遠政治社會穩定、經
濟民生進步、民族融和發展以及法律合理完善創造了起碼的條件。」（
頁256、257）

這個主日是新的禮儀年度將臨期第一主日，禮儀上當然是
以此為優先。但這一天也適逢是澳門教區兩位主保之一、聖方濟
各沙勿略的瞻禮。

聖人在1506年生於西班牙。他早年赴巴黎留學，並早在廿四
歲起任教，但他當時思考的是：「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
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16：26）在伊納爵‧羅耀拉的

引領下，他皈依了基督，後來更與同伴們在蒙馬特山創立了耶穌
會。

聖人晉鐸後，原來要去聖地，但因戰事被迫折返羅馬，聽候
教宗差遣。他隨後前往印度果亞，並先後到馬六甲、日本傳教。在
日本，他了解到日本文化的本源是中國，便激起了他到中國傳教
的熱忱，便決定前往中國。可惜聖人在等候獲准進入廣州期間，在
距離澳門不遠、位於南中國海之上的上川島逝世。

聖人最終無法進入中國，也無緣來到澳門見證澳門教會的
誕生和發展。可是正如耶穌說的：「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
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纔結出許多子粒來。」（若12：24）。在
同一年出生的另一位耶穌會士、可敬的利瑪竇，最終打開了中國
的大門。而在澳門，聖人除了是教區的主保之外，他的名字也散落
在澳門的堂區和多個慈善、教育的機構之上。聖若瑟修院也有幸
收藏了他的聖髑。

同樣值得慶幸的是，最近一年來，教區在聖召方面的努力開
始結出了多年未見的果實，陸續有修士成為執事。求聖人為我們
的聖召向天父代禱，不但使有更多有志的青年男子響應天主的召
叫，去收割田裡的庄稼，也使更多的男男女女都響應天主對他們
的召叫，以天主賦予的才能去服務教會、傳播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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