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發生翻版阿珍林如蓉罵客是狗釀打鬥事件，中央電視台以「旅遊醜

聞」為題報道此事。對此，本港持平的輿論皆指出，問題的癥結是低團費

旅行團屢禁不絕。例如，《明報》2月8日社評指出：「一些導遊出錢向旅

行社『購買』內地團，把團友帶到『定點購物』，刀手要斬到團友一頸血，

才可以賺回買團的成本和利潤。據業內人士表示，刀手每月收入動輒超過

10 萬元，團友被『 』的慘烈，可見一斑。」社評指出：「政府對旅遊業

的腐朽現象，必須拿出決心與辦法來應付，包括盡快立法直接全面規管，

改變業內畸形結構，從根本上整頓旅遊業，遏止歪風。」

李怡繼承陳水扁和民進黨衣缽
事實說明，翻版阿珍罵客是狗釀打鬥事件，根源在於本港旅遊業界的畸

形結構，強迫旅客購物是香港整個旅遊業腐敗的核心，不徹底取締零團費

和低團費，就難以根絕逼客購物的現象。但是，李怡卻將本港旅遊業界的

畸形結構，說成是「內地社會惡質化對香港的踐踏」，倒果為因，顛倒是

非，莫此為甚。

李怡的險惡用心，是在兩地民眾間製造矛盾、挑動仇視，破壞兩地民眾的

相互理解與信任。陳水扁當政時，挑動台灣民眾仇視大陸，挑撥族群矛盾，

製造兩岸關係緊張。陳水扁下台後，民進黨仍然堅持「台獨」意識形態，只

要涉及兩岸交往，就是「親中」，包括開放陸客旅遊、開放陸企投資、開放

陸生赴台、與大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等，民進黨都指是「出賣台灣『主

權』」的表現。但是，開放陸客赴台遊的政策成果豐碩，馬英九表示，開放

陸客來台的政策成果已全面展現，雖然兩年來他被部分人士指控「親中賣

台」，但他不怕背負罵名，對的事情會繼續堅持下去。李怡繼承了陳水扁和

民進黨的衣缽，在煽動港人對內地遊客來港旅遊的仇視方面，與陳水扁和民

進黨煽動台灣民眾對陸客赴台旅遊的仇視，亦步亦趨，如出一轍。

內地客為香港經濟復甦作貢獻
香港市民都知道，正是香港最困難的時候，中央開放內地自由行，大量

內地旅客來港旅遊消費，帶動香港經濟復甦。多年來，這些內地客人，不

斷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港人心存感激。李怡對他們採取敵視態

度，進行無端的指責或侮辱，是極不公平的。

李怡經常使用挑動兩地矛盾、挑動兩地民眾仇視的作法。在2008年四川

大地震時，李怡拋出一篇極其冷血與惡毒的社評文章，用「天譴」來詛咒

大地震的罹難者，還說甚麼地震、雪災、通脹、股票下跌、火車出軌、奧

運聖火在外國受襲等等，都是「天譴」中國。李怡是企圖挑動港人對內地

的不滿，誘使港人拒絕向內地受難同胞伸出援手。李怡泯滅人性的謬論，

引起了公憤。

只要本港旅行社不接受超低團費，不涉及「定點購物」，而是專責接待工

作，自可以杜絕 客刀手導遊、罵旅客等弊端。可見，問題的根源還是在

於本港旅遊業界的畸形結構，李怡倒果為因，故意忽視「源」，而在「流」

上大做文章。

李怡故意在「流」上大做文章，也十分偏頗，他聲稱：「零團費、導遊無

底薪、出現一批 客刀手導遊、罵旅客為常事、迫旅客乖乖購物以賺回成本

及賺取利潤。這種掛旅遊之名卻無旅遊之實的怪現象，就以旅行社、導遊、

旅客都默默遵守的潛規則進行多年，也都相安無事。」李怡將香港整個旅遊

業腐敗核心的強迫旅客購物，稱為進行多年相安無事的「潛規則」，但事實

是4年前中央電視台就踢爆香港旅遊業「 客」歪風，其後「 客」事件不

斷發生，以至於到強迫旅客購物逼死人的地步，李怡稱強迫旅客購物為進行

多年相安無事的「潛規則」，根本是罔顧事實，睜眼說瞎話。

李怡又聲稱「怎樣應付貪便宜不購物的刁民呢？於是罵旅客、恐嚇旅客

的導遊刀手也就應運而生矣」，這暴露

李怡在竭力維護本港旅遊業界的不正

常現象，但他卻大肆批評內地是非正常

社會，「來自內地的旅行團是正常社會未

見過的旅客」，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令人匪

夷所思。

超低團費必定強迫旅客購物，這猶如打開了潘多拉

盒子，令旅行社、導遊以及一些不甘被「 」的旅客，三方面都在互相盤

算、爾虞我詐，自然難免出事。李怡批評購物的內地旅客都是貪便宜的

「刁民」，但事實上大部分內地旅客，是在敢怒不敢言下被強迫購物，或是

懵然被騙而購物。可見強迫旅客購物，損害的是大多數內地遊客的利益和

香港旅遊業的整體聲譽。況且，拒絕購物的少數遊客，即使他們貪低團費

的便宜，但相比起每月收入動輒超過10萬元的「 客」刀手，相比起問題

根源的最大得益者的本港旅行社，比較誰更「刁」更「貪」是沒有意義

的。李怡何以只指責內地旅客是貪便宜的「刁民」？

原來負責接團的「友佳旅遊」為平息事件，願向安徽旅客張勇賠償12萬

港元「掩口費」，但友佳旅遊卻否認付錢或作任何賠償。若友佳旅遊用錢銀

平息事件，明顯是理虧，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李怡一貫倒果為因 顛倒是非
去年3月發生在本港的「阿珍」事件，當時女導遊阿珍辱罵旅客、強迫購

物的短片在網上熱播，激起本港市民和內地民眾的憤慨，輿論批評「阿珍」

是「害群之馬」。李怡當時在《蘋果日報》撰寫的社評，亦是倒果為因，顛

倒是非，李怡聲稱「阿珍不是害群之馬，相反，是她與許多肇事的旅行社

及導遊，接待了一批批『害馬之群』。」李怡說的「害馬之群」是指眾多來

港旅遊的內地旅客。李怡聲稱：「大陸的『害馬之群』來港卻忽然不守潛

規則改玩明規則了，於是把阿珍等導遊殺個措手不及。香港旅遊業本是健

全的，要檢討的，是大陸旅遊潛規則玷污了我們的旅遊業。」在李怡看

來，內地旅客不甘「被宰」，是破壞了香港強迫旅客購物的潛規則，是「玷

污了我們的旅遊業」。可見李怡一貫倒果為因，顛倒是非，不顧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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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新村的路權問題終於得到解
決。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透露，一
名關心高鐵工程的善長，出錢買下路
權再捐給鄉議局，村民再不用因路權
問題而耽擱遷入新村。菜園村關注組
主席高春香表示，對路權問題有突破
性進展感到高興，但她未有承諾立即

遷出，反而要求當局澄清有關路權是否包括挖路及日
後維修的費用，以及是否要在鄉議局的監管下才可使
用；同時她又指這次只處理了150米的路權，但仍有

350米的路權存疑，要求當局一併處理後才會商討遷
出時間表。

高春香使用了澄清的字眼，但很明顯她的目的並
非要當局澄清這麼簡單，而是要得隴望蜀，將所有
好處都分食淨盡才會搬走。這條路是善長捐給鄉議
局，不是捐給村民，也不是捐給菜園村關注組，路
權自然屬於鄉議局所有。現在鄉議局將路權給予村
民使用，省卻了村民大筆的購路開支，村民理應感
激，而不是明知故問路權誰屬，意圖將路權據為己
有。而且路權既屬鄉議局所有，使用理應受到鄉議

局監管，維修費及挖路等問題也應由鄉議局釐定。
至於其餘的350米路權問題，並不影響村民出入，也
不需急於一時處理。

高春香等人要求當局澄清這些問題，是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他們要的不只是路的使用權，而是擁有
權，所以千方百計要鄉議局將有關權力一併賦予村
民，屆時便可空手入白刃取得整條路權。事實上，菜
園村關注組在整個搬遷事件上，一直都顯現出一副貪
得無厭的嘴面：例如在搬遷登記上不斷提交人頭村
民，連沒有香港身份證的南亞裔、非洲裔難民，也出
現在登記名冊裡，令人嘖嘖稱奇；有「關注組」成員
在收地前大量購入樹木「加種」，將荒廢經年的官地
變成農田，逐棵樹木向當局要求賠償；有村民利用巨

額的賠償金及優先購買居屋的權利，一口氣購入20個
居屋單位圖利。政府單是賠償「關注組」的36個家
族，已花了1.6億元公帑，發出86個復耕牌照。對於這
種優厚的賠償，關注組成員還表示不滿，還要每次在
電視上裝出一副淚眼汪汪的樣子，這是悲傷還是喜極
而泣，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現在賠償金已發了、上樓的上了、復耕的農地路權
也一併辦妥，菜園村關注組連路權也不放過，如此貪
婪無厭，浪費公帑，漠視高鐵一拖再拖損害社會利
益，只會引發市民的更大反感。

菜園村關注組及在背後發功的反對派，如果還有一
點社會責任，理應立即商討遷出安排，不要再阻撓高
鐵工程。

李怡昨日在《蘋果日報》撰寫社評，公然將初三發生翻版

阿珍罵客是狗釀打鬥事件，說成「這是內地社會惡質化對香

港的踐踏」，這是典型的倒果為因、顛倒是非。李怡的險惡用

心，是在兩地民眾間製造矛盾、挑動仇視，破壞兩地民眾的

相互理解與信任，這與陳水扁和民進黨煽動台灣民眾對陸客

赴台旅遊的仇視，如出一轍，再次暴露了李怡對內地的敵視

態度和陰暗心理。

李怡惡意挑動兩地民眾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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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菜園村關注組不要貪得無厭 方中平

柳頤衡

方國珊自組專業動力攻地區

鄉紳挺續掌鄉局
發叔自比姜太公

前自由黨新界東支部主席方國珊（哪吒）自去年退黨後，獲多個
政黨垂青。不過，原來她近日已找了10多位志同道合的老友，成立

「專業動力」，自立門戶。她昨日出席鄉議局新春團拜時說，「專業
動力」有幾位獨立區議員參與，他們的目標是關注政府在地區規劃
上的問題，但並不是政黨組織。

哪吒說，現時「專業動力」約有20名成員，他們主要關注地區的
規劃問題，首項活動將是在下個月關注將軍澳區的環保規劃問題，
而她個人暫時亦不會考慮加入其他政團組織。她又於鄉議局新春團
拜上主動與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握手合照，好似「一笑泯恩仇」，
但兩人未有作進一步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 法 會
明 年 就 會

進行換屆選舉，政壇中人無
不瞄準5個新增的地區直選
議席，當中便包括在議會中

「無門無派」的獨立功能界
別議員(五散人)，早前更盛傳
工業界的林大輝及會計界的
陳茂波(見圖)有意落腳新界

東轉戰直選路。不過，陳茂波昨日斬釘截鐵地強調
「2012無可能」。被問及對「疑似特首候選人」是否已
買定離手時，保險界的陳健波則笑言「五散人」現時
各有山頭，故不論最終誰人出選，「五散人」的聲音
亦不容忽視，更寄語下任特首要學懂珍惜「正 」。

「五散人」招兵買馬盼吸女將
獨缺大輝一人的「四散人」昨日與傳媒新春團拜，

陳茂波甫開頭即解釋，林大輝有要事外遊未能出席。
對外界揣測林大輝牽頭籌組「社區18」是為直選鋪
路，醫學界的梁家騮相信，林大輝最後未會披掛上
陣，「直選是需要好多時間，不過他的性格非常勝任
當直選議員。」「四散人」又透露暫時未有計劃加盟政
黨甚至組黨，但會積極「招兵買馬」擴大「五散人」
勢力，更希望下屆有女將加盟。被問及會否考慮招攬
專業會議的梁美芬時，譚偉豪則笑而不語。

譚偉豪指CY唐唐有得爭
有見特首選戰來年3月開鑼，候選人名單相信很快便

會揭盅，早被視為力撐「疑似候選人」、行政會議召集
人梁振英(CY)的陳茂波在席上坦言，梁振英現階段似
乎「未死心」；譚偉豪則指，梁振英較另一「疑似候
選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有牌出」，故至今依然

「有得爭」，「早前5間大學工程系院長想約見特首曾蔭
權，但遭婉拒，故轉為委託我幫他們約見梁振英，期
望探討本港科技發展。」

自言出身基層知民苦
對曾蔭權過去鮮有與「五散人」會面，譚偉豪不禁

自嘲「五散人不及專業會議專業」，身旁的陳健波亦不
忘開口叫價，揚言「五散人」均出身基層，深明民間
疾苦，期望下任特首珍惜「五件正 」咁話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不容小覷

鄉議局每年正月初七都會舉行新春團拜，官商
雲集，行政長官曾蔭權、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等都到場同
賀新春，一派熱鬧。有新界鄉紳一早到場，並準
備了一封「挺劉信」，在發叔完成致辭後即向他遞
交。信中指，發叔在新界的建樹及地位無人能
及，須有發叔這樣的人物來支撐大局，「俯仰無
愧新界，褒貶自有功論，以平常心面對別人批
評」。

張學明指民心所向
面對盛意拳拳，發叔回應時仍只說「考慮考

慮」，又稱政治生態變了，做人要明哲保身。但他
亦大引典故，笑說姜太公也是80歲才遇到周文王，

做了宰相，他自己才70多歲，還可以多作貢獻，大
有永不言休之意。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則形容，
發叔留任主席是民心所向，又說未曾聽過有人想
挑戰發叔。

至於即將進行的27個鄉事委員會換屆選舉，可能
會有「大換血」，發叔估計，至少有6個鄉事會主席
會換新人，但相信不會超過10人，「現在有些新人
想出來做些事情，有新面孔出現亦很正常，相信
是善意的競爭」。

盼官民包容創明天
香港去年出現多場大型的抗爭行動，發叔於團

拜致辭時說，鄉議局今年的最大願望是「政通人
和」，唯現今時代不同，問題變得複雜得多。以前
帝制時代比較簡單，有一個好皇帝，勵精圖治，

國泰民安，政治通明，自會達致人和，但現今政
通與人和的互動關係已是另外一番面目，「政通
固然有助於促進人和；但社會是否和諧團結，倒
轉頭也會大大影響我們能否達致政通」。他希望，
政府與市民應加強合作和包容，共創美好的明
天。

回顧過去一年，發叔形容，去年是經濟豐收的
一年，各個環節都表現可人，市面一派興旺景
象，政府財政盈餘據報將達數百億元。「市民欲
分享經濟成果之餘，更期望政府能應對好住屋和
通脹問題，好明顯，這將是政府今年施政的重中
之重」。至於政制發展方面，政改方案通過，打破
了纏繞香港多時，引發嚴重內耗的僵局。他希望
社會各界、各黨派人士能夠繼續以務實的態度，
促使相關的本地立法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更深體會政治生態
至於發叔去年因職員申報失誤而引起社會很大

的回響，他亦於致辭中主動談及，笑說去年本
為官員打氣鼓勵的良好願望，半開玩笑講了一番

「官不聊生」的說話，觸發了頗大的回響，「不旋
踵我也因為公務上的疏忽，出了一些狀況而成為
議論的對象，我汲取教訓之同時，對本港的政治
文化同生態，有 更深層次的體會和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劉皇發在鄉議局新春團拜上向眾人大派利
是，同賀新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鄉議局將於今年6月進行領導層換屆，坐鎮鄉議局數十年的主

席劉皇發雖然尚未明言是否競逐連任，但不少新界鄉紳已公開力

挺發叔留任。昨日鄉議局新春團拜時，有鄉紳更以「一群愛戴你的新界人」的名義

向發叔遞交「挺劉信」，直言新界現在陷入多事之秋，希望發叔打消退休念頭，繼續

為新界人「掌舵」。面對鄉紳力挺，發叔雖只回應說「考慮考慮」，但已清楚展現「永

不言休」勁頭，笑言：「姜太公也是80歲才封相，我才70多歲，應該可以繼續做些

貢獻。」

備受擁戴

■鄉議局昨舉行新春團拜，曾蔭權、周
俊明、唐英年、曾俊華、曾鈺成、梁振
英均有到賀。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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