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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演讲>> 王瑞杰教育部长发展经济也要照顾弱势群体  
27 August 2012 
联合晚报 (新加坡) (简体) 

  我们对分数与成绩的注重，帮我们保持水准，但过于偏重，代价是牺牲更全面的教育、更愉快的

童年以及与父母的优质时间。 

  过度任人唯贤与竞争会导致一个胜者为王（winner-take-all），胜利者忽视他人的社会。我们须为

务实主义找回平衡。正如甘地所言，“无道德勿有商，无人文勿有科，无品德勿有知识”。 

  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照顾弱势群体，让新加坡永远是我们最温馨、最独特的家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集思广益，耐心聆听大家对新加坡的愿望。我恳请大家踊跃参与这

项全国的对话。部长演讲>> 哈莉玛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别让贫困者更难成功 

  我们需要确保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会让那些有能力、但贫困的人更难成功。 

  总理在国庆献词中提到了公平、公正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用心去包容的社会。 

  我们的任人唯贤机制应该无论背景，为所有新加坡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追求梦想。 

  每个新加坡人须获得适当的教育与培训，从而取得成功，必须培育每一名人才，不仅仅是那些在

学术方面的。我们也须帮助那些因个人因素，或外在因素无法自助的国人。 

  不过，政府不能独自而行，需要与社会服务企业合作，以便更好了解贫困家庭所需，从而为他们

推出相关的服务。部长演讲>> 黄循财教育部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部长上下一心承传文化 

  今年 11 月，新成立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将正式投入工作。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动艺术和

文化事业，其中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推动更是工作重点。 

  我国的华社在文化事业的努力十年如一日，在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和书法等方面都做出宝贵

的贡献。 

  我们的社会变化非常快速，我们应该加倍努力保留并推广优良的传统价值观。比如说，敬老尊

贤、诚信对人、精忠报国、饮水思源等等。这些价值观具有永恒的价值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更

团结。 

  这项工作任重道远，我希望人民和政府上下一心为文化的传承共同努力。 

议员怎么说？杨莉明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 

  总理分享了一些感人的回忆、例子和体验，非常诚恳，并不造作。 

  谈到国民素质和国家形象时，他直指问题核心，希望大家互相尊重，语调是严肃的。 



 

 
Publication: Lianhe Wanbao, p 10,11 
Date: 27 August 2012 
Headline: Heng Swee Keat: Take care of under privileged while 
developing economy 
 

 

Source: LianHe Wan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2

  这次谈生儿育女，他也不再以奖励措施和理性数据为主，而是强调享受天伦之乐，及多方面考量

亲家庭措施，显示政府的思维转向。余振忠工人党非选区议员 

  总理演讲中谈到增加大学学额和提倡睦邻精神，我觉得很好。因为本地一些年轻人很想进大学，

但学额不足，只能报读私立大学，学费贵。如今要增加学额，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总理也提到邻居要和睦相处，这有利于倡导睦邻精神。我最近也发现，如切一些街坊举办街头聚

会，邻里相处较和睦。 

学者怎么说？陈庆文官委议员、新加坡管理大学 法律系助理教授 

  总理演讲拿捏有度,例如新移民课题，总理在演讲时既提及新移民应融入我国社会，又提出国人应

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移民。张家菘博士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 助理教授 

  总理演讲非常好，谈及民众关心的住房、生育、教育等课题，但遗憾的是较少提及国人面对的就

业竞争压力。宗乡领袖怎么说？蔡天宝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福建会馆会长 

  总理支持设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和“福建会馆文化学院” ，说明政府对华社在推广华族文化和

华族价值观都给予了肯定，这对华社来说是相当振奋人心的一件事。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是一个文化教育机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则是全国华族文化的发展平台

和交流中心，二者相辅相成。我们希望“华族文化中心”能够结合新加坡华社的文化力量，建设新加坡

华族文化的品牌和推动族群的融合及对文化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