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錢真能護好小城的“一老一少”？

大地蒼茫由主定

新一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在
老百姓重點關注的惠民政策中，提出精
準幫扶“一老一少”，殘疾人士和弱勢群
體等，兜著民生底線，以促進社會公平。

綜觀內容，除了調升了敬老金、殘
疾津貼等原有福利，最惹人注目的就是
其中一項「新增」措施，為適育家庭中，澳
門永久居民的3歲以下嬰幼兒，每月發放
1500元“育兒津貼”。並在立法會隨後的
施政辯論中，得知政府準備在暑假期間
就開放申請。

澳門面對老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已經過了論證階段，而
是需要直面問題核心。所以社會才翹首期盼著新人有新對策，但
最後原來還是離不開「銀彈」思維的直接給付。至於如何可以鼓勵
育齡夫婦，歡迎新生命的到來，在整個施政辯論中，就有點乏善可
陳。

而政府「鼓勵生育」的話題，也從這每月1500元津貼，引起
了社交平台熱議。有父母群呼喊政府，直言也想有下一代，但原因

並非缺少了政府所提的每月1500元津貼。更大的原因是「看不到
未來？」

他們不想澳門只能成為下一代「出生」和取得「澳門永久居
民身份證」的地方。他們希望下一代能「生於斯、長於斯」後，還能
選擇繼續在這個城市生活、工作、實現理想⋯⋯；而非長大後只
能抛棄理想日捱夜捱，或離家灣漂。

不少仍在育齡的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或多或少還羡慕著
上世紀的育齡人士。觀乎近者80或90年代，那個大家經濟條件沒
法同日而語的年代，仍願意求一子甚至得一好字更為理想。他們
不怕窮，是因為「有希望」。但現在生活條件富足了，卻看不透前
程，感受不到能發揮個人理想應有的空間。所以他們欣切期盼，政
府能切中不願生育的病根，對症下藥，而非藥石亂投浪費資源。

因為只有年輕和處於生產力的一層，有足夠的空間實現自
我和就業樂觀的環境，才可以真正地護好這“一老一少”，政府的
金錢津貼只是杯水車薪，大家更期望的是有一個開放透明的政
府，建構起一個能包容市民各舒所長，嘗試和實驗奇思妙想，實踐
人生的社會。只要生產力有了動力，才可以支撐起護老攜幼的責
任，和樂活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復活節主日當天，教宗方濟各在聖伯
多祿廣場，向眾人發表講話及送上祝福。履行
完最後的工作後，上主把這位忠信的僕人接
到天國去。教宗方濟各在世間的路已經走完，
他的工作是完成了，但他生前的許多盼望尚
未達成，需要有志者繼續努力。

在教宗方濟各任內最後的一份復活節
文告中，他渴望「愛戰勝了仇恨，光明戰勝了
黑暗，真理戰勝了謊言，寬恕戰勝了報復。」要
大家緊記「邪惡並沒有從我們的歷史中消失，
它將一直存在，直到最後。但它不再具有統治
力，不再對那些迎接今天恩寵的人有控制能
力。」教宗方濟各鼓勵大家：「人要有希望，不
再是個幻想。因為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
又復活了，希望不再虛無縹緲！望徳不令人蒙
羞，這希望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要人投身於其
中；這希望不會令人不知所措，反而會令人更
承擔責任。」最後，教宗方濟各向世界發出呼
籲：「我呼籲世界上所有肩負政治責任的人不
要屈服於恐懼的封閉邏輯，而是利用現有資

源幫助有需要的人，根除饑荒，推動促進發展
政策。這些是和平的『利器』：用來建設未來，
而不是散播死亡的種子。」

今天，我們在緬懷教宗方濟各的時候，
更要牢記他最後的囑咐。因為邪惡的力量仍
不斷以各種手段，破壞人類的和平與幸福，把
死亡的種子散播在世界每個角落。表面看來，
邪惡的力量頗為龐大，邪惡的

言論蠱惑人心，但不要害怕，基督的復
活說明真理可以戰勝一切罪惡。看看，羅馬帝
國、納粹德國都一一被歷史埋葬，柏林圍牆被
推倒，鐵幕被真光穿透。

大地蒼茫，由主決定；人類存亡，則是
自招。為了人類的和平與幸福，必須手握和平
的利器，去把死亡的種子徹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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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民主與科學 
先要在學校扎根

站在十字路上的教會

每年五月四日，在旅遊塔前地，官方總會動員一眾師
生及官員辦一個五四青年節升旗禮。說實在，本來是倡導「
民主與科學」的運動變成徹頭徹尾的愛國教育活動。也許，
當我們知道五四運動的歷史及使命，好應該重返讓學生學
會五四運動的核心價值。

「民主與科學」是1919年前後，由胡適與陳獨秀等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提出的。陳獨秀在《新青年》1919
年5月號發表《隨感錄六》時寫道：「我們現在要提倡的，是
德先生（Mr. Democracy）與賽先生（Mr. Science）。」「德
先生」與「賽先生」這種擬人化的表達方式，寓意深遠，很快
成為五四精神象徵。他主張中國要自救，不能只靠孔子，要
靠民主政治與科學理性。

另一位是民主與科學的理論推動者胡適，在更早的《
新青年》文章中（如《文學改良芻議》）倡導「實驗主義」、「多
元理性」、「思想自由」。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代表人物，他
認為民主與科學是實現思想解放、社會進步的基礎。

清末民初，中國內憂外患（如北洋軍閥內鬥、巴黎和
會外交失敗）。傳統儒家思想無法有效回應現代國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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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主權，民間憤怒。希望取代封建帝制與軍閥專制，建立
以人民為主體的現代政治制度。提倡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選舉制度，培養公民意識。「民主」不只是制度，更是價值
觀，強調平等與批判傳統，反對儒學中心的「經學治國」，主
張科學精神與理性分析。提倡「實驗、證據、懷疑」的科學方
法，批判迷信與盲從。希望以科學方法改革教育、經濟與思
維方式，推動現代化。

如果紀念五四運動抺去「民主與科學」，就等於一個
被抺去靈魂的人一樣。真正讓學生學會五五四運動，請我

教宗方濟各的悼念
期即將結束。樞機早前已
經決定在本周三開始選
舉新教宗的程式。

除了教宗在信仰、
倫理對教會和整個世界
的 影 響 力，這 次 教 宗 選
舉，適逢荷里活一部以教
宗選舉為主題的電影上
映之後，讓全世界再度關
注這件教會大事。坊間對

於新教宗人選討論熱烈，甚至有博彩公司為此開出盤口，
把天主聖神的事淪為牟利工具，實在令人遺憾。

如今，教會正如十二年前那樣，站在十字路口。不過
十字路口也代表著教會有機會審視教會內部和世界當前

的需要，這正是樞機在過去一段時間在大會和個別討論中
所做的事。不過，人的「謀事」就到此為止，「成事在天」。

記得在耶穌受難後，直到顯現於宗徒們之前，他們要
麼躲藏起來，也有人到鄉下去，心中滿是恐懼。不過，復活
的基督向他們許諾了聖神：「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
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
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宗1：8）聖神以火和風的
形象降臨橄欖山眾宗徒和婦女所在房屋、在他們頭上。重
要的是，正如我們所看到後來發展，暴風和火舌帶來的是
團結和更新。

在世俗人的猜測以外，作為有信仰的人，就讓我們靜
靜向聖神祈禱，求祂賜給樞機們智慧，為教會選出一個合
適的牧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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