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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憂港政治化忽略經濟
與網民交流國事港事 籲年輕人表訴求理性守法

市民撐「還我和諧香港」踢走暴力

維護法紀要道歉？ 曾偉雄：天方夜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部分「80後」激進青年以暴力抗爭「表達訴求」，以

至反對派為與政府「鬥氣」而否決關係社會民生的預算案臨時撥款申請，都反映香港社

會越來越政治化。香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形容，香港的年

輕人充滿朝氣及勇於表達，但在表達意見時，應以和平理性及守法的方式表達，並慨嘆

香港已經成為了過度政治化的社會，有人恨不得將所有人「變成政治運動

員」，而在整天的政治鬥爭中，就忽略了經濟發展及民生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周日示威中，
利用8歲小童作「人盾」，令稚齡兒童在警方應付示威者
暴力衝擊時亦誤中胡椒噴霧，卻反過來要求警方「道
歉」。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見圖）強調，警方的職責是
維護法紀，在「清場」前亦曾作出足夠勸喻及有效警
告，要求警方因履行維護法紀的職責而道歉實屬「天方
夜譚」。

反對派示威者「惡人先告狀」，聲言他們在周日衝擊
警方並佔據馬路的暴力行為是「和平示威」，反指警方
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是「使用過分武力」。曾偉雄
昨日在記者會上主動回應事件，強調警方目前對示威者
採用的警告機制行之有效，較海外更為完善，而在每次
遊行示威前，警方都會作出風險評估。

「警方在行動中無做錯」
他又說，警方是在經過長時間勸喻及警告無效後，考

慮到社會秩序已經受到破壞、公眾安全遭受危害的情況
下，採取果斷行動是責無旁貸的，「我不同意有評論指
警方做法過火，當日示威者堵塞中環主要道路已超過4

小時，隨即衝向一條主要的
十字路口，又與警員推撞，
警方在行動中無做錯」。

被問及會否就此公開道歉
時，曾偉雄反駁指，警方倘
因維護法紀而要道歉，簡直
是「天方夜譚」，「我唔覺
得我㜺有做錯」。

另外，近日互聯網上流傳
一段疑似警員向示威者揮拳
的片段。曾偉雄表示，警方無意揣測上載短片者的動
機，當局亦無法確認短片真偽，故呼籲拍攝者與警方聯
絡，以便作出公正調查。據了解，警方至今並無接獲任
何抗議人士被毆打或襲擊的投訴報告。

被問及有警員遭示威者衝撞以致佩槍墮地，曾偉雄表
示，他已接獲有關警員跌槍的報告，而港島總區重案組
亦會就事件展開跟進調查。不過他強調，警方事前就從
未接獲有關槍袋設計問題的報告，又重申槍袋的設計非
常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80後」青年以暴
力行為表達訴求的歪風備受關注，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
會調查發現，有74%受訪青年不認同用激進以至暴力的
表達方式能引起政府關注青年訴求，持相反意見的僅
20%。調查負責人促請特區政府，繼續增加青少年在建
制內的代表，確保他們能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對社
會的關注。

政府派6千元 4成人認為成效「一般」
學協於3月7日至9日進行調查，在各大專院校訪問了

680名大專學生，了解青少年對經修訂後的財政預算案的
意見，結果發現，認為政府向市民直接派6,000元有助紓
解民困者佔22%，41%認為此舉成效「一般」，而不認同
者亦有32%。

同時，有53%受訪者認為預算案「一般」，不滿意的有
32%，表示滿意者僅8%，而認為修訂方案未能有助解決
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逾85%，認為能夠的受訪者則不足
3%，逾50%受訪者更認為有關修訂嚴重打擊特區政府的
管治威信，不同意的則有24%。

調查負責人認為，特區政府於預算案出台前強調要充
分諮詢民意，但預算案內容卻與民意背道而馳，政府必
須汲取教訓，改變過往由上而下的諮詢方式，從根本上
解決社會貧富懸殊及樓價上升等問題，否則社會民怨只
會日益加劇。

記者千方百計套話
喬老爺「No comment」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昨日在
北京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傳

媒一如既往於會前獲安排5分鐘拍攝時間。當時，喬
老爺正與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談到傳媒使用相機
的情況，有記者眼見2人談得言笑晏晏，即時把握機
會向喬老爺提問，了解其對於香港立法會否決政府
臨時撥款的意見，喬老爺回應指，自己已見到有關
消息，記者隨即再追問香港立法會應否在全國「兩
會」期間休會時，喬老爺即時「腦筋急轉彎」，以西
班牙語說「No comment」，令在場人士開懷大笑。

西班牙語流利 變身「翻譯員」解畫
喬老爺其後又自行變成「翻譯人員」，笑言可以將

之翻譯為「不予置評」、「無可奉告」。多名記者即
時轉換發問方式，希望由喬老爺口中套出話。不
過，喬老爺神態自若，繼續以西班牙語說「No
comment」，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譚惠珠隨即
笑說，他們1年只與喬老爺見1次面，故希望大家給
予他們機會好好討論國家大事，而在場傳媒亦順應
要求離開現場。

會後，有記者好奇喬老爺何以會懂得西班牙語，
喬老爺表示，自己在古巴學習多年，並笑言這是很
正宗的西班牙語，其談笑風生令大家都留下深刻印
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郝鐵川與網民「真情
對話」時，部分網民提出一些敏感話題，包括「六
四風波」及「茉莉花革命」等。郝鐵川根據觀察到
事實，感到上個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及東歐國家發生
劇變之後，越來越多的內地人理解和認同中央政府
對「六四」所做的結論，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贊
同內地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完善法制、保障人權，
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正確道路。

有網民希望郝鐵川分析「六四事件」與「利比亞
事件」有甚麼區別。郝鐵川強調，這兩個事情不能
同日而語，「根本性質也是不完全一樣的」，不應
該硬性聯繫在一起，「各個國家在自己的發展道路
上都會遇到自己的問題，所以說一個國家發生的問
題和另外一個國家發生的問題，不必要、也沒有必
要牽強附會地黏連在一起」。

網民「kwok0408」則提問稱，香港與內地只不過
是一河之隔，但所得到的有關內地的消息卻差天共
地，「如何有效地將正確的消息傳達至香港的居
民，避免西方傳媒以偏概全，影響香港居民對中國
的信心」，郝鐵川則回應說，他感覺到香港居民從
香港大多數媒體上得到的內地所謂的「茉莉花革命」
的資訊，也都是比較真實的，就是沒有在內地掀起
甚麼風浪。

同胞贊同改革循序漸進
他坦言，內地與香港在這方面的看法比較一致：

內地人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後，都知道要保持
穩定、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要把經濟搞上去，
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人認同的一個主旋律，不會因為
有其他什麼事情而改變，而香港人普遍也不贊成有
人在內地搞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希望內地保持
穩定發展環境、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保
障人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策動「反預算案
示威」，並意圖以強霸馬路，癱瘓交通的方式，挾持市民
作籌碼，更聲言要將「中環變成野戰場」，其中公民黨中
人更以8歲小童作「人盾」來達致爭取曝光率的政治目
的，令港人「忍無可忍」。自由黨發起「反暴力愛和平」
的簽名行動，團結民間聲音「向暴行說不」，獲得市民的
普遍支持，有白領主動走到「和平卡」寫下「還我和諧
香港」之語，有市民更批評香港的示威文化已經變質，
並警告憤青不要再措詞「為民發聲」而美化自己的暴
行。

自由黨徵簽名「向暴行說不」
自由黨10多名成員昨日在繁忙的中環街頭舉行簽名運

動，呼籲上班一族「停一停低畫隻龜」，希望大家在反對
派故意宣揚暴力、意圖製造社會動盪的關鍵時刻，不要
再做「沉默的大多數」。

自由黨港島區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邵家輝表示，在反
對派暴力示威後，他們不斷接獲市民投訴，有部分市民
更對此表示不安，認為必須做點事，遏止暴力蔓延，

「香港人非常珍惜和平及法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憑良心
做事」。

是次簽名行動可謂一呼百應。從事零售行業的黃先生
批評，該批示威者以堵塞中環交通去表達訴求，等同百
多人脅持700萬港人使用中環的自由及權利，實在「無法
無天、不知所謂」：「示威當晚我在中環吃飯，因為封
路導致我塞車逾20分鐘，（示威者）這樣無理剝削港人
利益，『唔通咁都㝄』？當日我不在場，可能警方都有
錯，但最重要的是市民不想香港變成暴力港。」

無樓就上街 市民責憤青奇怪
從事雜誌的Tony亦直斥，反對派政黨是在顛倒是非，

只顧「為反而反」，為了一時的曝光而漠視港人利益，不
得人心，「（就算）唔係跛腳鴨政府都俾你迫成跛腳鴨
啦，再這樣混亂下去，就會損害香港發展」，又批評部分
年輕人的思維「奇怪」，「他們會認為『第一桶金』應該
可以不勞而獲，而一層樓出生就應該有，我想講，機會
並非坐在馬路等政府就有」。

任職銀行職員的鄭小姐對部分自號為「80後」的憤青
「好反感」，質疑他們的行為充滿政治動機，「激烈暴力
又為港人成功爭取甚麼？（我）過去（對他們）都沒有
好感，但今日就好反感，他們的行為早已變質」。

自嘲為「一介草民」的羅太就說，暴力政治對香港發
展「百害而無一利」，「我唔鍾意暴力政治，大家做事不
能失去理性，否則只會失去道德底線」。

新青聯理性80後慰問受傷警
另外，新界青聯智庫一批「80後」青年，於日前到瑪

麗醫院探望在反對派暴力示威中受傷的警員，向他們傳
達了市民、尤其是「除了有一班激進的『80後』，其實還
有一班理性、平和的『80後』」的慰問，並強烈譴責示威
者擾亂香港和平社會秩序的粗暴行為，批評這是對香港
法治精神的挑戰、對香港文明素質的侮辱。

郝鐵川昨日在「新浪網」與網民就「架起兩地心
通的橋樑」互動交流。在該歷時80分鐘的節目中，
上至內地與香港「心通」的重要性，下至自己在港
的生活感知，無所不談。

在節目開始時，有網友問及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差
異，郝鐵川回應時坦言，香港社會保障及法制健
全，人民質素亦相對內地人為高，普羅大眾更是

「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但就憂慮香港越趨政
治化，會影響經濟民生發展。

少講政治專注經濟民生
他坦言，內地在「告別文革」後，已經以經濟發

展為主導，而香港社會目前的政治鬥爭環境，反映
港人對政治的興趣程度已經超越內地，「甚麼問題
都要簡單地上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內地經過『文
化大革命』以後，我們樹立了一個強烈的信念，就
是不要再去搞那些沒有意義的政治運動，要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在這方面，
自己來港已經2年，但依然未能適應。

以夫妻喻指差異很平常
就內地以及香港因歷史原因所產生的差異，郝鐵

川以夫妻間的爭拗為喻，強調香港與內地存在差異

是正常不過的，「恩愛夫妻間都難免有誤會，何況
香港長期被英國淡化民族文化認識，加上香港與內
地社會發展步伐不同，在政治的問題上有很多不同
的看法是很正常」。

他坦承，內地及香港在看待內地政治制度方面有
差異，或會影響「一國」、「兩制」的和諧相處，但

「大家同文同種，都是一家人」，有信心在大家求同
存異及互相尊重下，雙方必定能架起兩地「心通」
的橋樑，而這需要長時間的磨合過程。

范太：未獲陳振聰求助
在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的千

億遺產爭奪案中敗訴的商人陳振
聰，突然去信全體立法會議員「敲門鳴冤」，要求代
為促請警方公開06年遺囑的鑑證結果，甚至在信中
自嘲遭受社會「憎厭唾罵」，不過自己則對成為「人
民公敵」表示明白諒解。就外界揣測陳振聰下一步
會轉為「上京陳情」時，身在北京的前立法會主
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日前回應時表示，暫時
未有接獲陳振聰的訴求，不過礙於訴求性質不涉及
內地事務，相信對方不會向人大求助，同時人大亦
難以施以援手。

其後，范徐麗泰在記者多番追問後更幽默笑言，
陳振聰在信件中都說全香港市民都不支持他，自己
身在內地就更加難幫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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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暴力歪風 74%青年不認同

談笑風生

神仙難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香港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應澳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法
官的邀請，日前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舉能和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政務助理唐海怡陪同下訪問澳
門。兩位首席法官均認同在鞏固原來所取得的成果
基礎上，港澳將來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兩地法
院及法官之間的聯繫與交流，為日後擴大雙方在司
法領域的合作打下基礎。

這是馬道立首席法官自去年9月1日接替李國能法
官出任香港司法機構首長以來，澳門及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司法首長的首次相聚。

雙方在會面期間，亦總結了澳門及香港特區成立
以來，在司法領域，尤其是民商事裁判的相互承認
與執行、民事與刑事案件的調查取證、移交已判刑
人等司法協助方面的情況，並重點就兩地司法機關
落實和執行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司法實踐交流
了心得和看法。

會談後，馬道立首席法官等參觀了終審及中級法
院大樓設施。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亦在特區政
府總部接見了馬道立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所謂「環保選
舉」，民主黨與政府官員會面，要求當局容許候選人
以電子文件方式，將選舉刊物交予選舉事務處備
存，及容許候選人透過網上遞交更新宣傳品的資
料。選舉事務處亦應向候選人提供一份集合同一地
址選民的光碟，方便候選人。政府發言人回應說，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選舉事務處正檢討精簡和改善
目前的選舉安排。

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昨日就「環保選舉」此一問
題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何健華會面。她在
會後稱，該黨訪問了469名選民，發現有20%受訪者
表明只希望透過電郵發放的競選刊物，其中超過
88%並認為候選人日後不用再向他們郵寄競選刊
物。同時，有72.5%受訪者同意，倘同一地址有超過
1名選民，政府應規定每一名候選人或名單最多只能
郵寄一份競選刊物給該單位內的選民。

政府發言人其後回應指，當局一直有收集不同黨
派和持分者提出的意見，並正檢討多項選舉安排，
包括考慮容許候選人以電子方式向當局提交選舉廣
告，候選人向投票人士發出選舉廣告的安排，及有
關選民登記和投票站的運作安排等，政府在該過程
中會一併考慮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和當
局在其他場合與關注團體會面時所聽取的意見。

■民主黨昨在街頭籌款遇冷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郝鐵川昨日在「新浪網」與網民就「架起兩地心
通的橋樑」互動交流。

■自由黨昨
於中環發起
簽名活動，
團結民間聲
音「向暴行
說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羅太(左)批評
暴力政治對香
港發展百害而
無一利。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鄭小姐(中)質
疑憤青的行為
充 滿 政 治 動
機。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民主黨倡電郵競選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