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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0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於上月
19日揭曉並抽出32名大獎得主，評選活動

壓軸項目——頒獎典禮昨日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新翼會議廳隆重舉行。政商界及傳媒代表雲集，
包括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李元明，獨家贊助人、全國
政協委員、 基兆業地產集團副主席李家傑，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朱文，政府新聞處處長黃
偉綸，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保安局副局長
黎棟國等。在活動中，黎棟國代表特區政府接受
2010年度「最受市民關注政府施政大事」獎─
「政府迅速處理馬尼拉港人旅巴挾持事件」。

王樹成：市民最關心經濟民生
主辦機構代表、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王樹

成在致辭時表示，是次評選活動清楚顯示市民最
關心的事情仍然是經濟民生，在本年度當選的10件
大事中，有8項都是關乎民生的議題，足見民生社
會的改善仍受到廣大市民特別關注和期待。而

「政改方案通過」乃是唯一入選十大施政大事榜的
政治新聞，這一曾經一波三折的方案，在去年相
當長的時間內都是本港政治版的頭條新聞，方案
最終能獲通過，令香港政制改革能夠向前邁出重
要一步，相信也令眾多港人深感欣慰。

市民肯定政府過去一年工作
王樹成又表示，從評選結果中可以看出，廣大

市民對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
肯定。大家不僅一致認可特區政府在迅速處理馬
尼拉港人旅巴挾持事件、最低工資立法、立法監
管保障個人私隱、成功參展世博等方面付出的努
力及取得的成效，而且熱切地期待特區政府在新
的一年裡，更好地為市民謀福祉，並積極抓住全
球經濟開始復甦的契機和國家快速發展的歷史性
機遇，全力振興經濟，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奠定堅
實的根基。

民建聯膺「最踴躍參加機構獎」

主辦機構設立了多個最踴躍參加獎項，鼓勵市
民踴躍表達意見。香港政壇第一大政黨民建聯榮
登「最踴躍參加機構獎」；福建中學、荃灣官立
中學及救恩書院分別獲得「最踴躍參加學校
獎」；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月華)則奪得「網上投
票最踴躍學校獎」。大會同時設立了一等獎2名，各
得3D大電視一部；二等獎10名，各得iPad一部；三
等獎20名，各得手提電話一部，並於頒獎禮上向一
眾幸運兒頒發獎項。
是次參與活動的政經界知名人士還包括余國

春、陳永棋、王國強、朱蓮芬、林樹哲、盧文
端、王惠貞、黃友嘉、孫啟烈、許學之，以及主
辦傳媒機構高層、協辦團體首長、各界名流、學
校師生等逾500人濟濟一堂，共襄盛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香港25間主流電子和平面媒體聯合主辦，62間機

構團體協辦，130多間大、中學校參與， 基兆業地產集團獨家贊助的2010「特區政

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和頒獎典禮，在香港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下取得圓滿成功。是次

評選活動共收票近13萬份，當中「政府迅速處理馬尼拉港人旅巴挾持事件」以逾半數

的6.5萬票高踞「票王」，「立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主體法案」及「立法監管保障

個人私隱」均以逾5萬票分列第二及第三位，足證香港社會高度關注基層市民的人身

安全及生活保障，並熱切期待政府在新一年繼續更好地為香江振經濟，為人民謀幸

福。 （相關圖文明(16日)跨版刊出）

2010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結果
排序 大事 得票

1. 政府迅速處理馬尼拉港人旅巴挾持事件 65281

2. 立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主體法案 58603

3. 立法監管保障個人私隱 52651

4. 港擬申辦2023年亞運 49741

5. 港參展世博成功 電子《清明上河圖》在港掀熱潮 49620

6. 政府努力推動 政改方案終通過 45811

7. 提高食物安全 實施食品營養資料標籤 42881

8. 連番出招抑樓價 多項措施助置業 40981

9. 教局給緩衝期 延遲「殺校」 40526

10. 政府加快舊區重建 降低舊樓強拍門檻 39596

在情人節正日，特區政府舉行新春酒會。特
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論兔」抒懷，希望香港未

來一年「兔躍萬里，步步騰飛」，並以「民心為我心」，嘆言市民
已深刻感受到通脹壓力，強調特區政府絕對不會「守株待兔」，
時刻監察通脹的情況，主動出擊，迅速應變：「只要待人以
愛，施政以情，我們可以一起跨過許多挑戰。」
特區政府昨日在禮賓府舉辦新春酒會，主持是次酒會的曾特

首笑言，他在新年期間，聽到不少鬼馬活潑、創意無限的恭賀
說話，都與兔子有關，自己亦湊個熱鬧，和大家「兔年談兔」。

經濟強勁不忘居安思危
他說，香港經濟強勁復甦，在過去1年可以說是「動若脫兔」，

「吐（兔）氣揚眉」，全面收復了金融海嘯時所有失地，復甦勢頭
至今仍然凌厲，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的估計，香港經
濟會在2010年增長6.75%，今年亦將達5至5.5%。同時，在新年期間，
本地消費市場維持暢旺，更有報道說，個別商舖生意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2至3成，而就業情況同樣令人振奮。最新失業率下跌至4%。

強調多元發展金融產品
曾特首坦言，有這樣的成績，當然值得高興，但是亦要學習兔子的

智慧，所謂「狡兔三窟」，這句話雖然有些貶義，但也反映靈活創
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更不要忘記「龜兔賽跑」故事的教訓，要時
刻保持警覺、謙卑，銳意進取。

他強調，香港要發展成為國家的環球金融中心，必須多元發展，加
強各類金融服務產品的業務。除了吸引更多內地公司來港上市，亦要
努力開拓新興市場。當局亦會繼續開拓人民幣業務，致力發展多元化
人民幣投資產品，以增加持有人民幣的吸引力，並會繼續鼓勵內地、
香港及外國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鞏固香港作為國家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的地位。
情人節「甜到漏」，曾特首亦不忘「談談情、說說愛」，希望各位有

情人「甜甜蜜蜜，開開心心，希望今日的酒會不阻礙大家晚上出席更
重要的約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下周三發
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香港研究協
會最新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最多受
訪市民希望預算案 重「社會福利」
（28%），較去年調查急升8%，排名
亦上升2級，取代了去年居首的「經
濟發展」（17%）。調查並發現，48%
受訪者較認同政府應「派糖」以改
善市民生活，亦較去年調查升1成，
相信與社會普遍預計特區政府今年
財政年度將會出現數百億盈餘，加
上近期物價明顯上漲，港人希望政
府「派糖」以緩減其生活壓力有
關。
調查機構於2月7至10日訪問了1,141

名市民，結果發現，22%受訪者對預
算案的期望為「高」，較去年調查升
3%；41%受訪者的期望為「一般」，
比例與去年相若；而表示期望為「低」
的則佔27%，比例與去年相若；反映
市民對今年度預算案的期望較去年
高。

「經濟復甦」關注度居次
在新預算案 重的範疇方面，支持

「社會福利」者顯著上升，「經濟發
展」則下跌了5%，排在第2位。

調查機構認為，這反映了香港經
濟雖已復甦，但相當一部分市民生
活未見明顯改善，令他們希望預算
案能多投放資源於社會福利的範疇
上。
同時，僅9%受訪市民預計自己未

來一年的生活質素會較現時「變
好」，表示「變差」的佔43%，而表
示「差不多」的則佔46%；反映較多
市民對未來一年的生活質素持悲觀態
度。
調查又發現，38%受訪者認為預算

案應 重紓緩「基層人士」的壓力，
31%認為是「夾心階層人士」，認為
是「中產人士」佔21%，而表示是
「上層及中上層人士」的則只佔3%。

電費補貼退稅最受歡迎
被問及最希望預算案推出以下哪項

措施以紓緩通脹對其造成的生活壓力
時，最多受訪者希望推出「電費補貼」
（25%），其次是「退稅」（24%），再
次是「寬免差餉」（18%），表示是
「公屋租金豁免」的佔16%，而表示
是「額外發放綜援金、長者津貼或傷
殘津貼」的則佔8%。
另外，有32%受訪者認為稅制「公

平」，而表示「不公平」的則佔1/4。

7大跨境基建
■廣深港高速鐵路

■深港機場連接鐵路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連接深港機場的鐵路

■蓮塘口岸

■港珠澳大橋

■橫琴發展區

■南沙CEPA先行先試綜合

示範區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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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將於
今年3月審議並通過「十二五」規劃，確定國家
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和思路。據了解，國家「十
二五」規劃的初稿，除了表述支持香港鞏固和
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加強粵
港澳合作外，亦納入7大粵港澳跨境基建，包括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連接深港機場的鐵
路，深港機場連接鐵路，以及蓮塘口岸等（見

表）。
中央政府現正就「十二五」規劃的初稿，廣

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並將於月底的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定稿，再於下月初提交全國人大審
議及通過。

鞏固香港金融航貿中心地位
據悉，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初稿中，將

會有1.5頁的獨立章節談到港澳發展，其中表述
了香港在國家未來發展的3個主要發展定位，一
是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中心地位，其次是增強產業創新能力，第三則

是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之間的交流合作，繼
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
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十二五」規劃初稿中並首次對粵港澳發展
提出具體的規劃基建項目建議，亦對有關的跨
境基建以列表表述，共納入了7大跨境基建，其
中有6個項目與香港有關，包括廣深港高速鐵
路，深港機場連接鐵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連接深港機場的鐵路，蓮塘口岸，港珠
澳大橋，以及南沙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

此外，澳門和珠海合作發展的橫琴發展區亦納
入有關基建項目之中。

前海至深港機場鐵路有懸念
不過，據了解，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午討論

有關初稿時，對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連
接深港機場鐵路的鐵路的建議有保留，指有關
建議主要令深圳得益，但對香港沒有太大的實
質作用，反而可能會對香港造成競爭壓力，需
要再作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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