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檢基昨日與傳媒茶㟌，直言現時反對派與
財爺「鬥企硬」，若將對抗態度繼續升溫，只
會令社會不斷內耗，對大家都無好處。目前最
重要的是官、商、民一起合作打破這種愈走愈
激的方向。他形容：「近日社會上傾向使用激
烈手法去表達意見，甚至採用一些挑釁手法，
想令對方同樣施展激烈手法回應，這是搞社會
運動的人都不願意見到的情況。如果大家都這
樣激烈，而且不斷將其升溫的話，便會很容易
爆發小型的衝突事件。」

提復建居屋退休保障
阿基聲言為此他選擇釋出善意，希望為問題

降溫：「我明白建屋需要時間，又要找合適的
土地，不能立即見到成果，只要財爺願意作出
承諾，其他事可以再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方
面，當中涉及很多技術性問題，若當局同意成
立委員會進行研究都可以接受。當局若只承諾
一項，我都會支持財政預算案。」他又指，當
局必須作出實在承諾，否則仍會跟從反對派行
列，反對預算案。阿基稍後會在反對派「飯盒
會」內知會其他黨派，又指不擔心遭到批評，
聲稱大原則並無改變，只是爭取手法不同，稍
後亦會約見財爺表達最新立場。

公民黨搞導向性民調
阿基態度軟化，其他反對派則繼續施展渾身

解數向財爺施壓，在臨時撥款動議中投棄權票
導致動議被否決惹起公憤的公民黨仍死不悔

改，砌詞卸責，並事先張揚今日仍會就臨時撥
款動議投棄權票，以向當局發出不滿訊息云。
民情洶湧，市民齊聲譴責，但公民黨未有反省
己過，反而想借打民意牌轉移視線，昨日大搞
街頭活動公布預設立場的所謂民調結果，聲言
預算案不合格需做大幅修改。
細看公民黨的民調只得三條問題，且問題導

引性極強，以民調設計而言根本不合格，在受
訪的1,580名市民中，有44%同意或十分同意財
政預算案對市民及其家人有幫助，略多於十分
不同意及不同意的43%。57%十分不同意及不
同意預算案有長遠目標，保持中立的為數

28%，同意的則有12%。50%對預算案整體評
價為差及十分差，31%受訪者持中立態度，認
為好的則佔16%。
姑勿論調查結果如何，但公民黨實行把結果

無限放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聲言，市民現
時面對的是房屋、醫療、貧富差距等香港深層
次結構性問題，修補的預算案不能解決這些問
題，更上綱上線地解釋民調結果顯示當局對設
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復建居屋、增加200億
元經常性開支等長遠措施態度強硬，故市民當
然難以認同其有長遠目標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個「玩大㜴、玩過龍」的口號
上周三被立法會否決的臨時撥款決議案，今日將在立法會中再次審議表

決。反對派繼續「死雞撐飯蓋」，聲言會繼續在今日投棄權票。為免重蹈臨

時撥款決議案甩轆的災難，當局已嚴密布防，訂下了寸土不讓的策略，及

聯絡建制派出手相助，務求守好龍門。估計在建制派議員的支持下，決議

案會獲得通過。　

反對派癱瘓政府運作的圖謀，實際上是他們試圖發起「紫荊花革命」下

「玩大㜴、玩過龍」行徑的一部分。中東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之後，反

對派以為「有鴻鵠將至」，提出所謂「紫荊花革命」的口號。反對派聲稱，

「紫荊花革命」是取「茉莉花革命」概念於香港應用，並煽動說：「茉莉花

在中東燎原，紫荊花都可有這個力量。」紫荊花是香港的區徽標誌，反對

派煽動「紫荊花革命」，意味㠥要以各種極端手段狙擊、癱瘓乃至推翻特區

政府，令香港重蹈中東北非政局動盪的覆轍，這個口號完全是聳人聽聞，

包藏禍心，本身就是一個「玩大㜴、玩過龍」的口號。

暴民政治突破社會容忍底線　
反對派「玩大㜴、玩過龍」，首先是將暴民政治升級，突破社會和法治容

忍底線。3月1日，社民連暴徒公然襲擊特首曾蔭權致使其受傷。特首被暴

力襲擊事件發生後，中央公開表達嚴重關注。曾蔭權在北京也指事件是對

政府的侮辱，對政權的挑戰。長毛梁國雄陪同襲擊特首的黃俊傑見記者

時，辯稱襲擊特首「只係想侵犯佢(特首)尊嚴」，恰恰是不打自招，暴露反

對派襲擊特首就是挑戰憲制和法治尊嚴，性質十分嚴重。3月6日，反對派

在「反預算案遊行」中策動暴力示威，更以8歲小童作為「人盾」，令小童

慘中胡椒噴霧，事後卻將責任歸咎警方。長毛梁國雄辱罵警務處處長曾偉

雄為「禿鷹」、「臭口棗」，「無理侮辱示威者」，要求對方就8歲小童「中

椒」一事公開道歉，完全是一副潑皮嘴臉。曾偉雄回擊說，香港為法治社

會，絕對不能顛倒是非，若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

反對派將暴民政治升級，突破社會和法治容忍底線，惹來社會廣泛抨

擊。市民普遍認為，反對派應該先為他們罔顧法紀、挑起暴力示威的行為

道歉。網民更質疑社民連：「拎小童做擋箭牌咁無人性仲好意思叫人道

歉，不愧係癩狗連！」

所謂「紫荊花革命」的底牌
政府每年3月提交臨時撥款決議案給立法會審議是一個由來已久及必須

的技術性程序，目的是令政府在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相關撥款條例實

施的一段期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服務。這項議案向來不具爭議

性，臨時撥款決議案從未被立法會否決。反對派否決臨時撥款是香港開埠

以來的首次，引起社會震驚。這意味㠥政府運作會陷入癱瘓，包括生果

金、綜援及傷殘津貼等全部無力發放，16萬公務員亦無糧出，這就已經不

是單純的故意留難政府，而是赤裸裸

地暴露出反對派真正動機是要癱瘓政

府。　

曾俊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雙雙發表文章反擊反對派，批評他們否決臨

時撥款，是「將政治利益凌駕公眾利益」，「以

市民利益作政治籌碼，還以為自己打了勝仗」，做法令人

痛心。其實，反對派以否決臨時撥款作為不滿預算案的政治表態，根本站

不住腳，他們在預算案發表之前主張不派錢，但預算案發表時不派錢，他

們就斥責「遠水不能救近火」，當預算案修改為「救近火」時，他們又批評

政府「捨遠取近」沒有長遠規劃。說穿了，無論預算案的內容如何及是否

修改，反對派都要借預算案糾纏不已，擺明車馬要與政府一戰，這場戰役

勢必延至下月13日預算案表決日。

反對派否決臨時撥款令政府癱瘓，是企圖製造憲制危機。他們還企圖否

決預算案，涉及特首可以解散立法會，如果重選後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

預算案，特首就要下台，這是製造更大的憲制危機，這實際上是所謂「紫

荊花革命」的底牌之一；反對派一而再要向曾俊華提出不信任動議，迫曾

俊華下台，企圖形成骨牌效應，下一個迫曾蔭權下台，這是所謂「紫荊花

革命」的底牌之二。

但是，香港根本不存在發生類似「茉莉花革命」的經濟民生和社會政治

條件，反對派在所謂「紫荊花革命」心魔下，他們「玩大㜴、玩過龍」的

行徑，完全是走火入魔，利令智昏，完全違背了香港求穩定、求和諧、求

發展的主流民意。近日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63%市民不贊同否決臨

時撥款的做法。最近幾次遊行的人數銳減至百多人和數十人，反映民意認

同修訂後的預算案，不滿反對派以市民利益作政治籌碼的做法。反對派搶

奪選票和議席不擇手段，不惜拿社會的安寧、政府的運作和市民的福祉作

賭注，只能是喪失人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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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現在面對兩個錯誤決策，難
以收科，狼狽不堪：一是胡亂提出
「紫荊花革命」，打倒「雙曾」；二是
要否決預算案、又否決臨時撥款，以
窮人福利斷糧威脅政府再修改預算
案，應允他們提出的三項胡鬧要求。
明知不可行，他們仍然要挾翻㟜，

號令打倒「雙曾」，一路遊行下去，以為這樣即可把
「革命」弄成真。組識多次遊行都是冷冷清清，民主
黨主席何俊仁見兩大錯誤失盡人心，「革命」又成了

笑柄，反對派收不了科，於是又施詐術，公開宣稱
「要我們不反對預算案也可以，有得傾，只要政府接
受我們開的三大條件」。誰會去和他們「傾」？
這不過是要政府投降，反對派明知不可為，不外是

為下一步「蓄意開戰」製造輿論。
他們立足於「鬥」，早有一套計劃。預算案諮詢，他

們一早就落山埃，讓財爺跌入陷阱。財爺制訂預算案
之前，會晤了反對派議員，梁家傑高呼「不要派錢方
案，不要退稅」，其他議員默不作聲，這不過是讓財爺
受誤導而已。預算案果然沒有退稅措施，政府公務員

也沒有分到注入強積金的6,000元。這正中了反對派奸
計，民主黨立即號召公務員和警察上街，接㠥要對曾
俊華提「不信任動議」，先打倒曾俊華，然後再要求曾
蔭權下台，一路示威搞到「七一」，妄圖掀起一次03年
式的大示威，直落捲走11月區議會選舉的議席。
當局想不到反對派這一回出手如此毒辣，竟以取人

頭為目標，所以，曾蔭權不再容忍，公開上電視，批
評他們「蓄意把黨派的利益凌駕在公眾利益之上」。
官員這一回企硬，反對派紙老虎立即現形。他們的所
謂「宣戰」，只得22票，根本不可能再否決臨時撥款、
不能否決財政預算案。上周反對派再約晤財爺，大家
不歡而散，反對派的訛詐戰術什麼㠥數也拿不到手。
李卓人離開會議室，大叫「司長叫我們與具體的局長

商量，即是向我們宣戰，我們準備應戰，發動市民上
街。」
殊不知，反對派完全錯誤估計了香港的民意。繼

「公投起義」失敗之後，他們沒有吸收失敗教訓，今
次又配合「茉莉花革命」每周日一次遊行，還出動激
青封鎖馬路，出動小孩作人盾。這種激進行為，完全
犧牲香港的穩定和社會利益，違反了香港求穩定、求
發展、求民生的三大意願。市民都深知台灣民進黨街
頭暴力鬥爭那一套，使台灣經濟大插水，只會累死香
港。「革命」的口號，趕跑了大批民眾。所以，「每
周一遊行」的鴻圖大計，碰上了港人的「厭惡遊行
症」，「紫荊花革命」乃同「公投起義」一樣，爛尾
告終。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發中東北非局勢動盪以來，香港

反對派以為可乘機在香港發起所謂「紫荊花革命」，利令智昏

下做出一系列「玩大㜴、玩過龍」的行徑，包括將暴民政治

升級，在議會搞突然襲擊否決臨時撥款議案，一而再要向曾

俊華提出不信任動議等。這些「玩過龍」的行徑，暴露了反

對派唯恐香港不亂的禍心，以及一有風吹草動便鋌而走險的

政治冒險稟性。隨㠥連串選舉來臨，反對派為搶奪選票和議

席已是不擇手段，乃至發展到襲擊特首和企圖癱瘓政府的地

步。反對派「玩過龍」的行徑，引起市民的普遍反感，最後

的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反對派「玩過龍」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預算案鬥硬恐走火
阿基「減價」求轉機

正當反對派向特區政府

宣戰，高調表明會再一次

對臨時撥款決議案投棄權

票或反對票，更會否決財

政預算案時，同屬反對派

陣營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

檢基態度突然「急轉

彎」，指若財爺曾俊華願

意作出「復建居屋」或願

意研究「全民退休保障」

的承諾，就算只答應一

項，他都會支持財政預算

案。馮檢基聲言，近期社

會上已經發展出一股「只

有進行激進行為，才能爭

取到東西」的風氣，故若

政府與示威者互不相讓，

便會爆發衝突行為，因此

需有一方釋出善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在聽取建制派議員的意見後，宣布調整
財政預算案部分措施，決定向全港成年永久性
居民派發6,000元。民建聯除表示歡迎外，更於
上周末及周日發起一個名為「支持財政預算
案．即時享用6,000元」的地區簽名活動，兩日
共收集了13,726個市民簽名，並於昨日早上前
往政府總部，將簽名遞交給財政司司長。

盼助市民抗通脹
共30多名民建聯區議員、社區幹事及街坊向

曾俊華送上一萬多個簽名，促請當局充分考慮
民建聯的意見，盡快落實各項紓困措施。他們
表示，民建聯會支持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並期
望政府可以盡快落實各項照顧弱勢社群的紓困
措施，從而在通脹高企情況下，減輕小市民面
對的經濟壓力。

近萬四人挺預算案
民記促紓困快上馬

財爺曾俊華修訂財政預算
案，並向市民派錢6,000元，

但引起爭議。自辭職後罕有評論特區政府施政
的前財爺梁錦松回應記者提問時就指，預算案
應透過長遠策略，幫助有需要的人脫貧，並研
究如何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以製造更多工作機
會。

指派錢非「做壞規矩」
被問及政府的預算案派錢是否「做壞規

矩」，阿松認為，政府向市民派錢並非「破壞
規矩」，但認為應視乎什麼人需要幫助。他說﹕
「（資助）應該給什麼人呢？香港有好多要改善
的地方，無論營商環境、教育等，給有需要的
人，尤其是經過資產審查後，給予資金資助，
是有需要的。」他又補充，除一時的資金資助
外，政府應「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
故政府應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訓質素，創造就
業，助人脫貧，這樣才可提高香港長遠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倡扶貧政策睇長線
阿松建議授民以漁

■責任編輯：袁偉榮　

「起義」不成「革命」又爛尾 蕭何

出謀獻策

反對派咬實財政預算
案議題不放，屢次出招

製造爭議，坊間預計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預
算案時，將成為反對派的另一個「表演舞
台」，屆時反對派議員必然空群而出向財
爺曾俊華發炮。財委會將於下周一至五
（21至25日）舉行連串特別會議，審核財政
預算案及政府未來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預
算，議員至今已就開支預算向政府提出了
超過3,900條問題，打破歷年紀錄，提出問
題的56位議員，關注範疇涵蓋83項開支分

目和主要基金。民主黨副主席、財委會主
席劉慧卿指，社會福利、教育和與衛生有
關的問題，再次高踞最常見問題的前列位
置。

劉慧卿聲言逐毫計
劉慧卿聲言，提問數目破紀錄，證明議

員盡力確保每分每毫的公帑都是善用於社
會。而由於當局首次就預算案在立法會發
表一星期後便提出調整建議，引起社會廣
泛注意。故財委會已與政府商定作出特別

安排，讓議員可於3月25日的特別會議上
審議調整建議及開支預算的其他公共開支
項目。她亦已邀請財爺曾俊華親自出席當
天的會議，解釋調整建議，並已為議員爭
取更多時間審視最新的調整建議及向政府
提出質詢。
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2011年撥款條

例草案》進行辯論及表決前，財委會將會
先詳細審議有關的開支預算。財委會將舉
行20節特別會議，相等於約27小時的討
論。所有政策局局長及負責相應部門及政

策局撥款分目的部門主管及常任秘書長，
將出席會議。

秘書處30職員侍候
劉慧卿並指，立法會秘書處盡力配合財

政預算案的審議工作，並動員約30名職員
處理額外工作，於數日內完成整理超過
3,900條問題。另外政府當局因應財委會主
席要求，同意讓議員在3月11日中午前提
交書面問題。就預算案的調整建議，議員
已提交53條問題。
立法會將於4月6日及7日，一連兩天辯

論《2011年撥款條例草案》。有關法案將於
4月23日進行表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天量質詢

態度軟化

反對派備天量問題質財爺

■梁錦松昨出席活動，罕有就政府政策發
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公民黨昨日舉行街頭活動，公布預設立場的所謂民
調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馮檢基昨向政府釋善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