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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近期的示威遊行有愈趨激進
化趨勢，在大庭廣眾下襲擊官員，幾
乎每次示威都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
自稱理性的民主黨也要高喊發動「紫
荊花革命」。反對派轉向的主因是在
預算案中接連受挫，民望跌至谷底，
急需轉移視線另闢戰場，於是導致激

進派抬頭。民主黨三流人物林子健率領一班憤青去超
市搗亂，背後不可能沒有人撐腰，他不過是激進派的
先頭部隊，試試水溫。如果外界反響不大，未來的激
進抗爭將會陸續有來，及後憤青的惡行引發眾怒，才
令到激進派有所收歛。

本港的暴力政治蔓延，已經超出了黨派之爭的範

疇，關係本港的核心價值及社會秩序。廣大市民反對
暴力政治不代表是認同政府的所有政策，而和平反映
訴求、理性表達意見、不影響社會運作等一向是本港
的核心價值。不論你的訴求有多正義，但須以正確的
手段去爭取，正如西諺所說：「The ends cannot
justify the means」，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所以，不
管示威者如何吹噓，但暴力政治在香港從來市場不
大。

傳媒身為社會公器，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都應以社
會利益為重，保護本港的核心價值。然而，《蘋果日
報》卻對暴力政治推波助瀾，對於憤青擾亂社會秩序
不置一辭、對於中東北非的反政府衝突百般美化、對
維護法紀的警方多番抹黑。上周日，社民連、「支聯

會」又到中聯辦門外示威，其中梁國雄、「支聯會」
副主席蔡耀昌等人不斷衝擊警方的防線，並將一些紙
牌等物品拋入中聯辦內。警方在勸阻無效後，將涉案
人士帶上警車。暴力衝擊中聯辦，不但違反本港法
律，挑戰法治，而且是對中央政府的挑釁，行為已不
是表達意見，而是純粹的暴力衝擊，自然受到社會輿
論的批評。

然而，《蘋果日報》翌日卻發表社論，不但沒有
批評示威者的過激行徑，反而抨擊警方維護法紀的
行動，指「特區政府及警隊管理層近日不斷收緊遊
行示威的規限，不斷妨礙市民支援內地民運、維權
運動的行動，不斷打壓市民的表達自由」。社論的指
控顛倒是非，是誰將示威的衝突不斷升級，由以往
的遊行變成衝擊警方？警方如果不阻止，難道任由
示威者衝入中聯辦搗亂嗎？如果示威者和平示威，
誰會去干預示威者的行動？《蘋果》故意模糊了事

件的始作俑者，將責任推向執法的警方，根本沒有
道理。而且，說警方收緊示威規限也是沒有實據，
如果警方真的收緊了規限，長毛等還可以每星期到
中聯辦「做騷」嗎？正是因為本港對示威者過分縱
容，才令部分人有恃無恐，《蘋果》社論歪曲正
說，倒可以面不紅氣不喘。

同時，《蘋果日報》不斷抹黑警務處處長曾偉
雄，說他是「鷹派處長」。《蘋果》針對曾偉雄的目
的很簡單，就是要向他施加輿論壓力，迫使他不敢
對違法衝擊的示威者果斷執法，讓激進示威者可以
有恃無恐。《蘋果》為了政治目的肆意衝擊本港的
核心價值，不可能得到市民支持。況且港大的最新
民調顯示，7成1市民對警隊表現滿意，只有不足1成
人不滿，顯示警方的行動得到市民支持，民望比反
對派議員及《蘋果》的公信力超出一大截也不難理
解。

香港社會近年越趨政治化，特區政府許多政策和

措施都因政治爭拗而被拖延，甚至被取消。因應這

些現象，新一屆民建聯領導層在誕生後，即決定採用全新的黨口號，要做

「一個有承擔的政黨」。黨主席譚耀宗率領新領導層與傳媒會面時解釋，有

見於近年一些從政者只會謾罵和破壞，一些政黨只會為反對而反對，令香

港陷於政治內耗，民建聯不希望這種情況繼續，「我們會堅持從香港社會

與市民的整體利益出發，做一個有承擔、負責任的政黨，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踏實做事」。

民建聯新一屆中委會昨晚舉行首次會議，並選
出新的常委會，再由常委會選出新的正、副主席
等領導層職位。譚耀宗順利連任黨主席，劉江
華、蔣麗芸、張國鈞亦連任黨副主席，而立法會
議員李慧 則首次當選副主席一職（見另稿）。
新領導層決定，更換沿用多年的「一個有前景的
政黨」口號，改為採用更具政治方向性的「一個
有承擔的政黨」作為新口號。

譚耀宗：負責任參政意義大
譚Sir形容，民建聯一向以「有承擔」、「負責任」

作為參政態度，「在今天強調有特別意義」。現時
一些從政者和政黨令到香港陷於政治內耗，令社
會無法集中精力，應對挑戰，謀求發展。他們不
希望這種情況繼續，希望以「一個有承擔的政黨」
作為新口號，表明他們會堅持從香港社會和市民
的整體利益出發展，為市民踏實做事。

積極向未來特首獻策
未來2年將有多場選舉舉行，其中新一屆的特

首選舉更是備受矚目。譚Sir笑說，雖然民建聯暫
時無意派人參選，但他們仍會積極參與特首選
舉，包括會對未來新特首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
議、期望和主張。張國鈞亦透露，他們正透過研
究部就不同的政策範疇，向專家和相關持份者收
集意見，希望可以制訂一套一系列的政策主張，
並透過參與特首選舉，將這些主張可以納入新特
首的施政理念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鄉議局執行委員6月1日換屆在
即，正副主席最終花落誰家，外界

亦開始買定離手。元朗約六個鄉昨日在鄉議局例行
會議上，將聯署信遞交主席劉皇發（發叔）之手，
促請發叔不要輕言退休，再度考慮「 莊」出任鄉
議局主席，繼續為村民服務。發叔事後坦言，自己
會認真考慮大家的好意，至於最終會否「盛情難卻」
而參選，則仍然是言之尚早。

元朗約六鄉在聯署信中，讚揚鄉議局過去在發叔
帶領下，成功籌建鄉議局新大樓，為村民貢獻良
多，甚至形容發叔儼如鄉議局龍頭，地位可謂無人
能及，再三呼籲發叔繼續留任主席。

另外，有關副主席的戰況則更為激烈。據悉，現
時荃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鍾偉平，有意出選硬撼副主
席林偉強，而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更計劃挑
戰副主席張學明。莫錦貴透露，自己披甲出選有一
定勝數及機會，「我會繼續考慮，不過，大家鄉事
間有感情，即使出戰都稱得上是個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元朗六鄉促發叔續掌鄉局

■責任編輯：袁偉榮　

《蘋果日報》又在煽動暴力 卓偉

幕後操作者彷彿自己不能見光
拖延多年的港珠澳大橋工程，在決定興建的關鍵時刻橫生枝節，年屆66

歲的綜援婆婆朱綺華，透過法律援助，反對環境保護署長向港珠澳大橋工

程所批出的環境許可證，列出七項理據，其中一項得到法官接納。高等法

院裁定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環評報告不符合法律規定，判政府敗訴。有專

家估計，若需重做環評，涉及工程漲價至少30%至40%，使本港涉及分攤的

大橋主體工程費上漲91.1億港元。

這宗案件是否就是一位小市民的個人所為？事情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原

因是不少人懷疑朱婆婆有沒有能力掌握複雜的環評程序。而由朱婆婆出頭

挑戰，主要原因是她符合申請法援資格，無論官司輸贏，都由政府付鈔，

「背後操控」團體不會「上身」。當年公屋居民盧少蘭申請法援打官司，成

功令管理公屋商場的領匯押後上市，背後也是有高人指點。不同之處，當

時作為「幕後高人」者的政治人物光明正大站出來，承擔政治責任。有輿

論質疑：「今次幕後操作者諱莫如深，彷彿自己不能見光。要是覺得自己

理直氣壯，本應坦蕩蕩出來承擔責任。」

欲蓋彌彰者大有人在
幕後操作者雖然諱莫如深，但欲蓋彌彰者大有人在。公民黨副主席黎廣

德承認認識朱婆婆，對方曾經替公民黨做義工，並於司法覆核展初期尋求

公民黨的意見及協助，但強調公民黨不存在「背後操控」云云。對於協助

朱婆婆的律師黃鶴鳴本身就是公民黨執委，黎廣德也欲蓋彌彰說黃鶴鳴是

以私人身份提供協助。除了黃鶴鳴外，今次協助朱婆婆打官司的資深大律

師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這宗官司的副手大律師郭榮鏗，亦是

公民黨執委。事實上，朱婆婆的司法覆核由公民黨律師及大狀聯手「撐

腰」，予人甚濃的「公民黨背景」，加上朱婆婆對環評報告未有詳盡的認

識，卻出頭挑戰政府，外界理所當然猜測她是受人指使。

儘管黎廣德諱莫如深，強調公民黨不存在「背後操控」，然而，正是這位

公民黨負責人之一，是導致高鐵有關工程一再延誤的反高鐵運動的主要搞

手，也是製造「香港被規劃」歪論的發起人之一。而今次司法覆核、反高

鐵運動和製造「香港被規劃」歪論，其政治目的都很明顯，都是大搞政治

抽水，反對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與融合，狙擊特區政府的施政，打擊特

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反對派狙擊令成本大幅上升
在反高鐵運動中，當時的公民黨外圍組織「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看

到高鐵有油水可撈，便來插手，黎廣德和反對派將高鐵工程變成政治角力

場，令高鐵工程一再延宕，使造價節節攀升。經過反高鐵的擾攘，黎廣德

的政治目的已達。正如劉迺強先生揭露，黎廣德等人「像禿鷹一樣，屍肉

吃光之後，他們很快又要找另外一些社會事件去再作擾攘。」

黎廣德通過反高鐵運動的政治抽水，在反對派陣營名噪一時，他也因此

由一個公民黨外圍組織的負責人，當上了公民黨副主席。今年2月9日，黎

廣德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舉行記者會，誣指「灣區計劃」是「愚民諮詢，

偷步行動」，「是香港被納入社會主義模式」，聲言「反對香港『被規劃』」

云云。公民黨最近又重施故伎，將香港被

納入「十二五」規劃一事，形容為「被規

劃」，並由「被規劃」扯到香港「被吞併」，

「一國兩制」「被廢除」云云。

今次「背後操控」朱婆婆的團體，「隱身」與

政府鬥法，之所以閃縮，就是因為他們自知一旦暴露

出罔顧公眾利益的廬山真面目，必定成千夫所指。如果計一

下數，今次司法覆核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政府敗訴，若需重做環評，本港

涉及分攤的大橋主體工程費將上漲91.1億港元。這是一筆沉重的「政治化

成本」，「背後操控」朱婆婆的團體如此損害港人利益，怪不得他們諱莫如

深。

法官不遵循司法克制原則後果嚴重
法庭今次的判決也有可議之處。有輿論指出，環保署為港珠澳大橋做的

環評報告，完全跟足既有程序，沒有行差踏錯，現有制度只量度工程造成

的污染物累積影響，會否超出環境許可上限，卻沒有量度不做工程的污染

情況作為基線，跟有了工程後的污染作比較。因此，法庭判決的概念，聽

來很合理，卻是現有環評法例、技術備忘錄和研究概要都沒有具體提到

的。

事實上，法官並非萬能，終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曾指出，法庭並不能就

政治、社會及經濟問題提供萬應良方，只可經由政治過程，才可覓得合適

的折衷方案，政府和立法機關都有責任，使政治過程恰當地發揮有利於社

會的功用。在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進行裁決時，法官應

遵循司法克制原則，尊重專家的基本判斷，避免輕率地以法庭判決否決專

家結論和政府政策。否則，便可能形成「司法至上、法官治港」的局面。

回歸以來的事實說明，法官在不該越俎代庖的地方不遵循「司法克制」原

則，後果十分嚴重。正因為本港法庭時常缺乏應有的「司法克制」，實際上

助長了濫用司法覆核風氣。這也是反對派的一些政黨和人士熱衷於利用司

法覆核挑戰政府的重要原因。

今次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幕後操作者雖然諱莫如深，但欲蓋彌彰者大有人在。今次「背後操控」朱婆婆的團體

「隱身」與政府鬥法，之所以閃縮，就是因為他們自知一旦暴露出罔顧公眾利益的廬山真面目，必定成千夫所指。事實上，

朱婆婆的司法覆核由公民黨律師及大狀聯手「撐腰」，予人甚濃的「公民黨背景」。還須看到的是，本港法庭時常缺乏應有的

「司法克制」，實際上助長了濫用司法覆核風氣。這也是反對派的一些政黨和人士熱衷於利用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重要原因。

「隱身術」操控官司 公民黨欲蓋彌彰

眾望所歸

隨 區議會選舉在即，坐擁龐大
票源的鄉事委員最終「情歸所

處」，惹來政壇揣測。有報道指，被譽為「票倉」的
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近日與民主黨「密斟」在
年底區議會選舉合作，並願意協助民主黨議員黃成
智由石湖墟轉戰彩園，硬撼民建聯的蘇西智。侯志
強澄清，自己絕無與民主黨密斟「魔鬼交易」，更曾
建議黃成智棄選區議會，專心做好立法會工作。

侯志強昨日坦言，自己無意協助黃成智挑戰蘇西
智，亦無心去侵犯任何政黨，「轉區是黃成智的私
人事，與我無關，大家同一個地區工作，傾談亦在
所難免。地區工作不分政黨，我何苦為任何人與其
他人交惡」。

就有報道指田北俊近日贈送侯志強一塊「大牌
匾」，並力邀侯志強出任自由黨北區支部主席。侯志
強坦言，自己與田北俊及劉健儀是多年的好朋友，
而牌匾是田北俊早年贈送的禮物，與選舉無關。

他強調，自己暫時無意出任支部主席，以免深化
外界誤會，但承認雙方正磋商「合作」事宜，「大
家交流睇 過唔過電，目前感覺唔錯啦，咩位置都
唔重要，最緊要是交心。即是男朋友最終只得一
個，而大家正處於好朋友關係，關係幾親密」。

自由黨北區辦事處擬定在5月14日開幕，侯志強屆
時亦會出席。

另外，身兼鄉議局顧問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被
問及新界西的選情時透露，新民黨繼北區及荃灣的
辦事處後，正計劃在青衣和元朗再增設地區辦事
處，在地區默默耕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侯志強否認為黃成智助選
澄清謠言

民建聯近年銳意將
黨領導層年輕化，昨

日選出的新一屆領導層中亦有2位新人
當選，包括立法會議員李慧 和中西區
區議員陳學峰分別當選副主席和副秘書
長。早前已有傳李慧 很大機會將於新
一屆立法會選舉轉戰「超級區議會」議
席，此次當選副主席，更是引人聯想。

李慧 昨日回應有關問題時坦言，黨
內暫時未有正式討論這個問題，但她強
調，若在新一屆立法會繼續參選，「九
龍西仍是我的首選」。

首次參選副主席的李慧 說，當選議
員3年，在立法會內見證了許多事件，

包括高鐵、政改等，見到社會的氣氛有
所轉變，「市民期望我們可以繼續負責
任地做決定，為香港的整體利益出
發」，同時亦考慮到可以同黨內朋友一
齊為市民做更多實事，因此決定參選黨
副主席一職，最終亦如願以償。

另外，民建聯新一屆常委會中亦有多
個新面孔，包括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
鼎、北區區議員陳勇、油尖旺區議員葉
傲冬及黃大仙區議員黎榮浩。前黨副主
席溫嘉旋則改為擔任會務顧問，而前民
建聯總幹事鍾瑞明亦當選新一屆監委會
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慧 當選副主席
再戰立會首選九西

新人上位

新里程碑

民建聯新口號
做「有承擔政黨」

■民建聯昨選出新一屆領導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第11屆常務委員會名單
主　席：譚耀宗

副主席：劉江華、蔣麗芸、張國鈞、

李慧

秘書長：彭長緯

司　庫：黃建源

副秘書長：陳學峰

委　員：周浩鼎、林光宇、陳勇、

陳恆鑌、陳曼琪、陳維端、

馮培漳、葉傲冬、葛珮帆、

歐陽士國、黎榮浩、簡志豪

第4屆監察委員會
正、副主席名單
主　席：楊孫西

副主席：楊釗、楊耀忠、計佑銘、

劉宇新、盧文端、方和、

吳仕福、黃士心、鄧兆棠、

曹王敏賢、鍾瑞明

會務顧問名單
梁愛詩、吳康民、胡法光、曾鈺成、

劉漢銓、葉國謙、溫嘉旋、譚惠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