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感謝鄧以海貢獻
對於何珮珊的任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何珮

珊在香港海關服務30年，擁有豐富的部門運作經驗，
具備管理和領導才能，深信她定能帶領香港海關迎接
未來的挑戰。

對於鄧以海即日開始退休前休假，林鄭月娥表示，
鄧以海於2017年7月出任海關關長以來，致力帶領部
門在防止走私、保障和徵收應課稅品稅款、緝毒和防
止販毒及濫用受管制藥物、保障知識產權和消費者權
益、監管金錢服務經營者、保障和利便正當工商業及
維護本港貿易的信譽等工作上均取得卓越的成績。她
代表政府，衷心感謝鄧以海的貢獻，並祝願他退休後
生活愉快。

海關關注「軟對抗」行為
何珮珊昨午會見傳媒時表示，對獲任命感到光榮，

形容未來工作任重道遠，會帶領團隊面對挑戰。她
說，上任後有四方面工作，包括致力維護國家安全，

防範恐怖主義；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提口岸通關能力；推動部門數碼轉
型，利用大數據，提升執法效率；加強
前線工作管理，理順工作流程，強化前
線人員裝備。她又承諾致力培育未來領
袖，做好專業傳承和接班安排。

何珮珊續稱，海關將會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
怖主義活動，形容海關是切斷破壞國家安全和本土恐
怖主義經外國途徑獲取物資和裝備的重要關卡，因此
海關的把關工作，是說一不二的重任，又指部分別有
用心的人，可能以 「軟對抗」方式，利用書本、雜誌
或日用品滲透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強調不能掉以輕
心。她希望前線關員更主動積極，制止危害國家安全
的活動。

8個工協會同表恭賀
現年53歲的何珮珊，1991年2月加入香港海關，任

職海關督察，她一直被視為 「明日之星」，她於2010
年晉升海關監督，於2013年晉升海關高級監督，2017

年晉升海關助理關長。她在2019年晉升副關長後，
力提升執法成效、完善陸路口岸功能、致力推動 「智
慧海關」工作。此外，何珮珊分別於1999年、2003年
及2005年3次獲授香港海關助理關長嘉許狀，2009年
獲頒香港海關長期服務獎章及2016年獲頒第一加敘勳
扣，並於2017年獲頒香港海關榮譽獎章。

海關高級官員協會、海關官員協會、海關關員工會
等8個海關工協會發表聯合聲明，對任命表示恭賀，
並對何珮珊成為海關自1909年成立以來首位女關長，
以及部門內部晉升的關長，感到光榮及振奮。海關各
工協會將全力支持新任關長，繼續保持緊密溝通，發
揮 「護法守關，專業承擔」的精神，致力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作出
貢獻。

何珮珊獲任首位海關「一姐」
責任編輯 何家驊 吳業康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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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誓全力為國家安全把關

科創教育聯盟辦
系列活動慶3周年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立法會大會昨日
以39票贊成、1票反對下，三讀通過引入非本地培訓
醫生的《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非常關心醫生的質素，又
稱提出修例並非要取代現時的醫生執業試制度，而是
要開闢新途徑，讓合資格的非本地醫生來港執業。她
說會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制訂海外醫學院頒授醫學
資格的認可名單，當局爭取於本月底公布委員會成員
名單，於下月內召開首次會議，目標是在明年下半年
公布認可名單。醫學界、社區組織都對條例草案通過
反應正面。

陳肇始指不影響醫生質素
陳肇始昨日在立法會中表示，海外醫生須符合多項

條件，受多重監管，不會降低醫生質素。她又說不存
在政府可隨意干預特別註冊委員會工作的情況，當局
亦不會要求委員會承認或不承認個別院校資格。她說
儘管日後會有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但本地的醫
科畢業生仍然是香港醫療機構的骨幹。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專)表示，期望修例引入的新
途徑，能吸引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公
營醫療機構執業，藉以紓緩醫生人手短缺情況，醫專
會繼續與政府及不同的持份者進一步討論法例執行的
細節，以履行好把關角色。

全面禁售加熱煙電子煙
另外，立法會同日在32票贊成、3票反對、2票棄

權下，通過禁售電子煙及加熱煙的條例草案。陳肇
始表示，今次修例是加強保障公眾健康的重要一
步，她批評市面上的新型煙草產品，以時尚美觀為
賣點，及危害較少為包裝，吸引年輕一代接觸香煙，
認為目前本港的法例未能趕上煙草產品的快速發展，
必須修例防止有害的煙草產品植根香港市場。

立會三讀通過
醫生註冊修例

民建聯提「講好中國故事」倡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最近出版

「認識國家發展講好中國故事」倡議書。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昨日表示，香港國安法生
效至今，仍有涉及 「黑暴」或違反國安法的人士，在
海外不盡不實地唱衰香港，故此特區政府必須轉守為
攻，要多向世界說明國家和香港的實況及觀點，而倡
議書目的是讓更多市民更全面及準確地認識國家發
展，加強國民身份認同，藉此協助國家向世界展示真
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
好中國聲音。

促加強抗戰史宣傳教育
昨日出席記者會的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分

享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日的歷史。陳勇表示，
林珍老戰士的經歷正反映當年侵略者的殘酷，體現當
年中國人英勇抗日的事。陳勇希望特區政府正視這

段歷史，並加強向下一代宣傳，包括設立常設的 「抗
日戰爭歷史展覽廳」、盡快籌建永久性的 「中國香港
抗戰歷史紀念館」及由政府規範管理有關國家抗戰紀
念設施和遺址。

倡議書政策倡議重點包括：加強推廣中華文化；要
求特區政府駐外地機構講好中國故事；認識歷史加強
國民身份認同；讓更多央視頻道在港免費播放；善用
香港優勢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加強於不同的國際舞台
為國家發聲；積極推薦人才加入國際機構。

倡撥10億推廣愛國文化
當中又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跨局專案小組撥出10

億元專項資金，並委任如人大常委政協等的 「愛國
者」，作為小組主席及顧問帶領小組運用好學校、教
師、博物館、公園、圖書館、大會堂、文娛中心及法
定古蹟等資源，具體地說好中國及香港故事，推動國

民教育及落實愛國文化推廣。
倡議書指出，目前初中中國歷史科共有150節課，

當中只有不足兩成課時用於教授中國近代史中的重要
環節，故建議調整教學內容，加強教授中國近代史中
重要環節的教學比重，包括英國殖民主義禍害、抗日
時期愛國英雄事、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等，
讓青少年對國家及香港的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

民建聯發表 「認識國家發展 講好中國故事」 倡議
書。 記者 崔俊良攝

關帝靈感貫古今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科技創新教
育聯盟(前稱 「香港 STEM 教育聯盟」)為慶祝成立 3
周年，將由下周起舉辦一系列活動。為隆重其事，聯
盟將於11月2日上午10時於觀塘福建中學舉行成立3
周年暨2021年 「科創大講堂」啟動典禮，邀請特區
政府官員、中聯辦代表，以及中國科學院專家團隊等
出席。

據介紹， 「科創大講堂」將於11月2至4日舉行，
為全港大、中、小學進行近30場科普講座，今年的
專家團隊陣容非常鼎盛，有 10 多位中科院專家參
與，當中包括嫦娥工程一期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
士，以及自適應導航定位理論原創者楊元喜院士，他
們將在北京進行線上講座；中科院也安排8位年輕科
學家來港，他們涉及的範疇十分廣泛，包括黑洞、量
子科學、高山植物、海洋動物、更有近日掀起熱話的
載人航天工程等。

此外，聯盟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將在10月30日
於城大舉行 「內地與香港STEM教師研修課程」，為
中小學校長及教師提供STEM教育培訓，活動亦可網
上參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
名和建議，17日決定任命何珮珊為海關關長，即日起接替鄧以海，是
海關自1909年成立以來首位女關長，亦是歷來首位由紀律部隊晉升至
最高級的女首長。何珮珊的丈夫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兩
人均是由中央政府批准任命的香港官員。何珮珊下午會見傳媒時表示
對獲任命感到光榮，上任後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和
防範恐怖主義活動。

新任海關關長何珮珊（左）10月21日在宣誓後簽署誓言。

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下周起舉辦系列活動慶祝3
周年。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由香港工程師學
會、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及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政府合
辦的2021 「滬港科技合作研討會」昨日舉行，研討會
以 「新技術．新業態．新發展」為主題，重點探討和
交流以智慧應用發展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專
業化服務，為市民大眾提供智慧生活，進一步推動長
三角一體化、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環繞 「智慧
應用，開啟便利生活」、 「綠色生態，創造舒適生
活」及 「數字創新，賦能美好生活」此三子題作討
論。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鍾國輝工程師在會上致辭稱，

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裏建議加大力度推動香
港科技產業更具規模發展，致力將香港發展成智慧城
市，其中建設北部都會區和新田科技城，將促進港深
兩地基建和創科的緊密合作，抓緊國家 「十四五」規
劃、大灣區和前海的機遇。

冀探創科生活應用及發展
鍾國輝希望兩地與會代表可以藉是次研討會，深

入探討創新科技在不同產業及生活層面上的應用和發
展，內容涵蓋數碼城市建設、交通運輸創新技術、人
工智能教育、生命健康科技、能源和環保技術等範

疇。
中國科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王進展則以視頻方

式致辭，他指出香港和上海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輻射
功能的中心城市，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深入開展科技合作，
能為中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世界科技強
國作出不可或缺的貢獻。

上海市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馬興發亦指，上海和
香港作為亞洲乃至世界大都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
時，也都面臨諸如產業變革、數字化轉型、資源與
環境等問題的共同挑戰，需要攜手應對。

滬港科技合作研討會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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