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票源相近，「餅就得咁大個」，故黃毓民一直以
狙擊同道人，搶奪類近票源來制勝，如在08年就全靠攻
擊公民黨撈票。今明兩年的選舉年，黃毓民就聲言，要
狙擊支持政改方案的民主黨及民協，表面上稱是因為他
們「出賣民主」，骨子裡也不過是故伎重施。

新年流流派傳單中傷
阿基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透露，在農曆新年前後，黃

毓民「馬房」約3至4人就到九龍西民協候選人的區議會
選區進行「狙擊」行動。民協黨團亦曾討論過此等行
為，但該黨缺乏資源，故只能被動回應，「只有他們批
評的內容太過離譜時，我才會向街坊解釋」，又聲言民協
向來在區內為街坊爭取權益，默默耕耘，相信街坊都會
明白，故無懼被對方抨擊。

不過，被問及他是否會在麗閣選區出選時，未知是否
害怕黃毓民洞悉其部署而落區狙擊，阿基只稱目前言之
尚早，又指自己在九龍西有4個辦事處，且知名度較高，
故在哪一個選區參選仍然有彈性。

拖累反對派要黃負責
阿基又強調，自己對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並不後悔：

「今次投票（政改方案）不是投2012年雙普選，所以無論
投支持或反對票，結果2012年都不會有雙普選，而我們
支持政改方案，最少不致於原地踏步。同時，自政改方
案通過後，區議會選舉就變得活躍，很多有知名度的政
治人物都計劃循區議會途徑參加明年立法會的『超級區
議會』選舉，起了動員全民參與的作用，所以我從沒後
悔投票支持方案。」

阿基並批評，黃毓民策動的狙擊相當「無謂」，強調是
次區選直接影響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倘反對派能取
得足夠議席，發揮「否決權」，就可以扮演「監察角
色」，但倘被所謂「人民力量」等扯後腿，「兩敗俱
傷」，不但會讓建制派候選人「漁人得利」，反對派亦會
失去「否決權」：「到時黃毓民要承擔後果，親自向選
民交代為何要阻撓更多『民主派』進入議會。」

30人選區會新舊各半
另外，民協區選統籌小組召集人譚國僑在茶敘上透

露，該黨今年將派出30人參選年底的區選，其中15人為
爭取連任的現任區議員，15名則為首次參選的年輕成
員。下月，民協各支部將提交參選名單，9月再提交該黨
中委會拍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原社民連「太上黃」黃毓民退黨兼另組所謂「人民力量」，聲言要在今年區選以

至明年立法會選舉派員狙擊民主黨及民協。其中，黃毓民似乎和民協立法會議員

馮檢基有「不共戴天之仇」，不但計劃在對方「地頭」開設辦事處，更安排自己的愛將「鹵味男」

錢偉洛等作為「狙擊手」，並揚言自己會與對方「單挑」。阿基說，在農曆新年前後，黃毓民就

率眾在幾個民協區議員的選區派傳單批評該黨，而自己只能用「三無」，即無悔、無懼、無謂來

應對此等行為，又稱就算他因此而落敗，黃毓民也不見得會贏，可謂正宗的「損人不利己」。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
於今年底舉行，各政黨

已密鑼緊鼓地進行選前籌劃工作，尤其部
分望借此機會初試啼聲的新政團就更為緊
張。以工商專業界為主的經濟動力今年會
派出最少10人參與區選。經濟動力議員林
健鋒（Jeffery）透露，目前經濟動力有5名
民選區議員會競逐連任，同時會有多位新
人加入，主要是來自教育界和專業界。經
濟動力會為這些有意參選的成員提供不同
的培訓，包括邀請學者和傳媒人士就不同
議題進行培訓，及為他們的地區工作提供

人力等資源支援。

多專業界加盟助地區工作
經濟動力成立兩年多來，成員正不斷增

加，目前已有數百人。Jeffery昨日在與傳
媒茶敘時說，近月來有不少來自教育、會
計、律師及工商界行政人員加盟經濟動
力，其中更不乏社會知名人士，而部分申
請仍在審議中。被追問有哪些政商界知名
人士加入時，他則大賣關子，說稍後會辦
一個新成員推介會，屆時會一次過介紹。
在談到今年區選時，他說，經濟動力今

年是首次打正旗號參選，港九新界都會有
他們的成員參選。
最近，自由黨等積極落區派飯和派保暖

用品，Jeffery坦言，在地區派東西作用有
限，對地區工作幫助不大，故他們不會如
其他政黨般向街坊「派 」，而是希望有
意參選的成員可以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再
配合地區工作，更好地協助地區居民，爭
取他們的支持。

遊星洲「唔賭唔知時運高」
另外，Jeffery在今個農曆新年期間去了

新加坡旅行，還入賭場小賭了幾鋪，碰下
新年運氣。他笑說，自己此番運氣甚佳，
不但贏了一鋪1賠36的俄羅斯輪盤，還連
贏8鋪21點，在新年旗開得勝，得了個好
彩頭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打架要依法處理 加強對旅遊業規管
年初三發生導遊與遊客打架事件，事件起源仍是「強迫購物」。香港旅遊

業問題的核心，是旅行社用「零團費」及「低團費」做誘餌，引誘內地遊

客報團，再誘使他們到指定店舖購物，從中拆佣圖利。因此，政府和旅遊

業界應檢討旅遊業的規管制度，特別是要解決「零團費」及「低團費」衍

生的「 客」問題，令旅遊業監管和運作更具成效。

《蘋果日報》將打架事件政治化
香港導遊與內地遊客打架事件，本不應政治化，但《蘋果日報》卻套用

台灣民進黨及「獨媒」的伎倆，惡意挑動兩地民眾仇視，將事件說成「是

內地社會惡質化對香港的踐踏」。《蘋果日報》2月9日的社評，誣衊「來自

內地的旅行團是正常社會未見過的旅客」，是「購物狂的大款」或「鑽空

子、貪便宜的刁民」，「在苛政之下培育出大陸眾多鑽空子、貪便宜的刁

民，他們鑽零團費的空子來香港享受免費或廉價的旅遊，但就是不購物或

少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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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2月14日的社評，又大肆渲染「惡

客恐怖」，稱本地旅遊業界要急急賠錢結案，息事寧人，是怕了內地旅遊部

門而被迫早早低頭，香港就好像突然變成「一國一制」云云。

《蘋果日報》2月11日題為「中國遊客橫行台港戾氣何來」的社評，誣

衊「中國遊客橫行台港」，惡意指「內地遊客與台、港導遊的衝突，說得客

氣些，凸顯的是內地遊客的脾氣不好，說得明白些，凸顯的是他們的戾

氣，是內地社會戾氣的自然外溢」。社評挑撥說：「香港近年急劇擴大內地

客的來源，已近飢不擇食，不免要更多地承受內地的戾氣。」社評更惡毒

說：「堅持一黨專政、獨裁政制的中共，正是中國社會走向道德無政府狀

態的推動力所在」，云云。

《蘋果日報》與「台獨媒體」一唱一和
《蘋果日報》對內地社會和內地遊客的攻擊和誣衊，與民進黨的「台獨

媒體」如出一轍。例如，民進黨的喉舌《自由時報》2010年7月9日題為

《陸客自由來台將成中國併吞台灣的細胞》的社論謾罵大陸遊客：「中國觀

光客到台灣，一副暴發戶的惡形惡狀。」該社論又竭力煽動台灣民眾對大

陸民眾的仇恨和恐懼：「讓中國人傾巢來台，他們在台灣不論是就業、觀

光、就學、結婚，都會對國人生活造成莫大壓力，最嚴重的是，大量中國

人分布在台灣各個角落，等於是地毯式的部署了併吞台灣的細胞，時機成

熟便得以裡應外合。」另一「台獨媒體」《台灣時報》2011年2月11日的社

論，誣衊「中國遊客砸爛台灣觀光事業」，攻擊馬政府「為了中國遊客而失

去所有其他的客源」。台灣《中央日報》的評論文章深刻揭示了「台獨媒體」

對大陸遊客赴台的抹黑宣傳，評論認為，「獨媒」的論調顛三倒四，在它

們眼中，只有兩岸人民互不往來才是對的，彷彿還活在冷戰時代。

民進黨唯恐綠營選民對大陸印象改觀
對「台獨媒體」渲染「中國觀光客恐怖」，抹黑栽贓馬英九政府開放大陸

人民來台觀光的政策，台灣《中國時報》都看不過去，批評「台獨媒體」

是「愛扣紅帽」，並指出此種胡亂抹紅的行為，猶如「麥卡錫恐怖主義在台

灣復活」。兩相對比，《蘋果日報》在煽動港人對內地遊客的仇視方面，與

「台獨媒體」幾乎亦步亦趨，如出一轍。

根據台灣「觀光局」統計，2010年大陸民眾赴台人數超過150萬人次，

創歷年新高。台灣的觀光外匯2008年只有1,800多億元新台幣，開放陸客來

台以後，2009年已達2,300多億元新台

幣，2010年更可望超過2,600多億元新台

幣。台「觀光局」指，陸客是目前台灣

觀光業最大的客源以及成長最多的地區，

台灣不僅航空、旅遊、餐飲、飯店、運輸、

百貨業受惠，就是各地的夜市小販，也都獲益匪

淺。台當局發展觀光產業打鐵趁熱，正與大陸展開協

商，希望今年中以前開放大陸民眾來台觀光自由行，以掀起新一波陸客來

台觀光熱潮，為台灣經濟注入活水。其實，這就是民進黨擔心之處，民進

黨唯恐綠營基本選民對大陸的印象改觀，導致民進黨長年鼓動的仇恨大

陸、鄙視大陸的論述瓦解，所以排斥大陸觀光客赴台。

內地遊客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功臣
自2003年內地開放居民個人赴港旅遊（「自由行」）以來，截至去年六月

底，累計突破8,900萬人次。「自由行」為香港旅遊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帶

來極大商機，刺激香港經濟的復甦。「自由行」旅客總共為香港帶來數百

億港元的經濟收入，「自由行」旅客的消費範圍更廣，除觀光和購物，還

對香港的金融、保險、物業投資、教育、醫療等多個行業帶來經濟效益，

也為香港就業市場帶來新的崗位。內地遊客訪港，從人數和消費的總量上

都不斷創造新紀錄，為香港經濟不斷注入大量資金，提振香港經濟活力。

香港經濟迅速復甦，是因為大量內地資金通過「自由行」等途徑為香港注

入了新鮮血液，刺激香港經濟迅速復甦。此中，大量內地遊客對近年比較

繁榮的香港經濟而言，無疑也是功臣。

開放「自由行」以來，赴港旅遊的內地遊客不斷增加，像張勇那樣有

「遊霸」之嫌的人，以及昨天澳門導遊投訴被「惡遊客」毆打，只是極個別

人和極個別事件。香港和澳門的有關方面應該依法處置，以儆效尤。而

《蘋果日報》卻借題發揮，儼如台灣民進黨及「台獨媒體」一樣，對內地遊

客採取敵視態度，進行無端的指責或侮辱，製造「麥卡錫恐怖主義」，挑動

矛盾和仇視，排斥內地遊客來港，破壞兩地民眾的相互理解與信任，用心

極為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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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沒有遠慮必有近憂」。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新春團拜中

說，將在今年三月全國人大審查及
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國家將
對香港定位有較以往規劃更加充
分、更加全面的表述，把香港在國
家經濟發展中的定位表述得更加充

分、更加具體。他預言，香港必將搭上國家快速
發展的快車，實現自身的更大發展，同時香港也
為國家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這是國家的遠慮，彭主任的遠慮。但是，香港

自身的遠慮呢？我每日在電腦網絡上看到的情

況，感到香港自身遠慮不足，講到未來意見紛
紜。
一是應否將香港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是

否一納入便是沒有「一國兩制」，香港就內地化？
我以為，香港回歸十多年來的事實，對這一憂慮
是多餘的。就以國家過往五年「十一五」規劃完
成情況及香港去年經濟狀況而言，如果沒有國家
過去五年由經濟總量18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今年
近40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
均GDP由1,700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香港去年本
地生產總值就不大可能增長6.6%，香港有賴背後
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採取各種措施作出實質性的支

持。香港社會對此是有共識的。既然如此，將香
港納入「十二五」規劃不但不與「一國兩制」
相矛盾，而且應該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表
現。
二是將香港納入「十二五」規劃，發展經濟，

市民能得益嗎？民生能改善嗎？回答應是肯定
的。但是，要承認這個問題提得好。要承認，香
港回歸十多年來市民享受發展成果是不均衡的，
但是，如果經濟不繼續發展，不納入「十二五」
規劃，問題就更多。
因此，香港要積極主動抓緊發展，又要從長

遠、從根本上去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解決
地產業上的「三高」問題，從合理的「再分配」
角度上統籌民生問題，實行全民退休制度，實行
十二年免費教育和學前免費教育等等。

香港導遊與內地遊客打架事件，一是要依法處置，二是

要加強對旅遊業的規管。但《蘋果日報》卻刻意將事件政

治化，企圖把水攪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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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仇視

內地遊客與「台獨媒體」仇視大陸遊客如出一轍，這不僅

從根本上破壞本港旅遊業的發展，而且損害香港與內地的

和諧相處。本港旅遊界和社會各界，應警惕《蘋果日報》

的險惡用心。

《蘋果日報》仇視內地遊客與「台獨媒體」如出一轍

太上黃狙擊搶票
馮檢基「三無」應對

經濟動力10將戰區選

內地與香港
的經濟融合成
大勢所趨，粵
港合作、港深
合作自然是融
合的「重中之
重」，故特區政
府不時都會向
立法會議員匯
報相關工作的
最新情況，但已退出社民連的「大口舊」陳偉業對
此卻不受落，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更多番發
難，狠批正在引述數據簡介相關情況的政府官員
浪費時間，隨後自行拂袖而去。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其後發言時，亦罕有地力撐「大口舊」的說話
有道理，直言有關政務官需要重新訓練云。
在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上，特區政府派出多

個政策局的官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羅智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商）
張趙凱渝等出席會議，向議員簡介去年深港合作
會議有關兩地的商貿事宜。
會議之初，羅智光首先簡介深港合作包括前海

發展等最新情況，張趙凱渝「接力」談及港深在
旅遊方面多個最新數字，惟「大口舊」突然不耐
煩，並開腔聲言不需要數字上的補充，只需把相
關資料文件給予他們就可。
在一輪擾攘後，張太繼續作出簡介，但「大口舊」

不消半刻又再次發難，一方面狠批官員浪費時
間，並對官員的表現感到很「遺憾」，同時質疑
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處理會議手法。黃定光即開腔
反駁指，議員會有足夠時間就此作出討論，未知
「大口舊」是否因而感到「無癮」，隨後自行離開會
議廳。

指匯報數字不及內地官員
葉劉淑儀在發言時，罕有地與「大口舊」站在同

一陣線，直言「大口舊」的言論「有道理」，又指
內地官員談及數字時琅琅上口，反而特區政府這
麼高級官員「為何需要照稿讀」。
在談到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展時，葉

太又質疑，深港雙方如何在前海發展中達到「優
勢互補」，反建議本港有關方面應該要求深圳
「互補」科技創新方面的發展，並突然引用立法
會議員林大輝日前談及2名「疑似特首候選人」
唐英年和梁振英的「謎語」，希望「唐人」與
「英人」都就此作出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嫌官員照稿讀
葉太罕有幫大口舊

■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要積極綢繆加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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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和梁君彥昨與傳媒茶敘，展示
創意兔錢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陳偉業「發炮」批評官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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