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戰未正式揭幕，硝煙味已撲鼻而來，而明
年舉行的新任特首選舉更是焦點所在。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譚Sir）坦言，民記對新任特首人
選應具備的條件會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們不希
望閉門造車，期望透過集思廣益的方式，令他
們提出的意見，能夠更切合民意和社會的需
要，故他們將連續舉行5場「對行政長官期望」
工作坊。

辦5場工作坊研政經民生
他介紹說，工作坊目前已定出5個討論範

圍：一、政府管治；二、經濟發展；三、房屋
及城市規劃；四、教育及青年；五、醫療福
利，涵蓋了目前社會最關注的重點議題。首場
會議已定於5月31日舉行，討論有關政府管治
的部分。
既然討論的是未來特首的工作這重要課題，

當然要有重量級嘉賓坐鎮，才不會令討論流於
泛泛之談。譚Sir說，民記計劃每場工作坊，都

邀請6至7名政商界重量級人物出席。目前，民
記已向前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前政務司司長、全國政協常委許仕仁，九
倉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吳光正， 隆集團
主席、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陳啟宗，前教育局
局長李國章及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
芬等發出邀請信，亦構思邀請民記黨友、原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

譚Sir：結集意見7月面世
譚Sir說，這批獲邀嘉賓對香港政制、社會狀

況、政府政策都有不同意見，相信在工作坊上
定會引發熱烈討論，撞擊出不同的「火花」，
甚有看頭。屆時，民記正、副主席及立法會議
員會擔任工作坊的主持，並不排除邀請民記的
常委及中委成員出席旁聽。他們期望透過5輪
會議後，可於7月整理出一份對新任行政長官
的期望的建議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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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初在公開場合撞傷特首的社民
連成員黃俊杰，日前被警方落案控以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
名，案件下周三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
堂。另一名社民連成員姜靈彰，於去
年底於中聯辦門外抗議時投擲奶粉，
令2名在場警員被粉末濺到眼睛，需送

院治理。警方經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亦以涉嫌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將其拘捕，案件
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
警方這次同一時間將兩名暴力衝擊的社民連成員落

案檢控，顯示警方在打擊暴力政治上動了真格。過去
由於種種原因，警方對於示威遊行往往採取過分寬容
的態度，遇到示威者衝擊只能築起盾牌抵擋；示威者

圍坐要道癱瘓交通，警員還要一個一個的將示威者禮
貌抬走，唯恐傷了他們分毫；遇到激進示威者挑釁，
也只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結果令示威者有恃無
恐，暴力衝擊不斷升級，狙擊官員、搗亂超市、圍堵
私人企業、衝擊中聯辦、與警員肢體衝撞也變成家常
便飯。孰令致之？正是暴力衝擊零成本所致。
社民連梁國雄等人是示威抗爭老手，懂得怎樣的示

威既可吸引傳媒注意，又不會招惹官非，在每次衝擊
的背後都充滿 計算，否則尊貴的梁國雄議員不知入
獄凡幾了，還可每月領取豐厚的議員津貼，再利用納
稅人的錢去豢養一班職業示威者嗎？就是因為這些職
業示威者看到近年警方執法愈退愈後，就是明目張膽
的犯法也鮮有被檢控。況且，就算真的被檢控，法官
也多是從輕發落，陶君行等對某些法官推崇備至，稱

許他們同情社運，正說明某些法官根本有其政治立
場，示威者屢次破壞社會秩序，但最終都不必負上任
何責任，試問怎可產生阻嚇力？
固然，言論自由是本港的核心價值，當局及警方都

應維護，但這不代表要對一小撮激進示威者的暴力行
徑視若無睹，多番縱容。這不過是保護了這些人的暴
力自由，結果其他人的言論自由反得不到保障。例如
在政改一役，這些激進示成者對於支持方案者窮追猛
打，不斷踩場去阻擾其他人集會，這是不是損害言論
自由？日前民建聯舉行「辛亥革命交流團」誓師大
會，這些人竟然三度衝上台搶咪，阻止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發言，這又是哪門子的言論自由？由於法庭過分
縱容這些人的自由，結果其他人的表達自由都被犧牲
掉，社會秩序被犧牲掉，商業運作被犧牲掉，這難道
是法庭所希望見到的嗎？早前英國爆發大規模示威，
警方對於破壞社會秩序的示威者同樣沒有留手，香港
又豈能再軟弱。

要遏止歪風，做法非常簡單，只有四個字—依法
辦事。示威者去遊行示威是他們的權利，警方應予以
方便，但如果他們觸犯法紀，就不應怯於什麼「打壓
言論自由」的批評，果斷執法，將違法示威者繩之以
法，相信只要警方是依法辦事，市民是會支持警方的
行動。事實上，近期警方高調追究社民連等人的違法
行動，已引起了反對派的恐懼，《蘋果日報》幾乎沒
有停過的批評警方的執法行動，誣衊警務處處長曾偉
雄是「鷹派處長」；反對派對警方的執法說三道四，
為了什麼？不過是要向警方施加壓力，以免一班憤青
被打散，令他們失去了一班敢衝敢撞的馬前卒而已。
只要警方持正執法，法庭也能不偏不倚的量刑，本

港暴力零成本的情況肯定會大為改善，反對派政黨及
憤青都知道衝擊犯法後果自負，他們還會有恃無恐
嗎？要遏止暴力政治，就要令犯法者負上應有的刑
責，現在警方出手了，還要看法庭會否配合。

■責任編輯：袁偉榮　

遏止暴力政治 必須依法檢控 卓　偉

特區政府多名問責高官接連病倒，成為近期政壇最爆炸的熱

話。政壇老友嘆言，如今高官確實難為，不僅日日暴露在高度的

鎂光燈下，接受公眾火眼金睛地監察，在正常工作之餘，還要疲

於奔命地應付議會及傳媒的炮轟，壓力指數可謂節節升高，身體

健康則節節敗退，情況教人憂慮。在可預見的「慘況」面前，哪

有人敢輕易披掛上陣，出任問責官員？君不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劉吳惠蘭因病請辭後，至今仍未物色到「接班人」，坊間流

傳的幾個熱門人選，據知都已「大搖其頭」，對接任「避之則

吉」。傳聞又有最新版本，特首曾蔭權在「揀無可揀」的極度頭

痛下，為免局長職位長期「真空」，曾把主意打到特首辦主任譚

志源身上，希望得力手足能夠臨危受命，但譚主任就否認有此一

事。「尋人錄」一波三折，老友直言只因現今的政治生態太過

「壓迫」，組班難問題恐怕亦非一屆政府之事。

任期吊腳 工作棘手
Rita（劉吳惠蘭）辭職後，坊間隨即流傳多個接班人名字，有

的來自現行的政務官體系，有的是剛卸任退休的政務官，也有外

界的工商專才，但據知多個「疑似」接班人私底下都已表明無意

「更上一層樓」，更凸顯了「有空位無人肯做」的深層次矛盾。

政壇老友直言，今屆特區政府只餘14個月任期，做個「年幾局

長」本就吸引力欠奉，再加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的範疇「單

單惹火」，無論港台發展或制定公平競爭法都是「燙手山芋」，工

作壓力既偏大，而晉升（續任）前景卻不明朗，若要「食長俸」

的「當 」放棄鐵飯碗而出任局長，的確「計唔掂數」，故AO紛

紛「say no」亦是意料中事。而對有意從政的外界專才而言，「年

幾局長」的風險系數同樣偏高：「如果有心做官，當然希望有更

長時間一展抱負，如此一來，只得14個月未免太短，但要承擔的

公眾及工作壓力卻很大，所以一樣無人肯制。」

自明聽聞四大商會都一致推崇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蔡瑩璧（Yvonne）回巢，認為Yvonne經驗豐富、能力不俗，與商

會又素來關係良好、溝通到位，足堪重任，但政界老友問過

Yvonne意向，卻知「襄王有夢、神女無心」，皆因Yvonne正享受悠

閒的退休生活，一兩年內都無意再戰江湖：「尤其這個江湖水咁

深、風險大、爛攤子那麼多，Yvonne又豈會不仔細思量，再三考

慮。」老友又謂，Yvonne做了多年政務官，出名「搏殺」，亦因此

捱到「七癆八傷」，身體健康亦是考慮要素：「佢一係唔做，一

做就搏到盡，咁多年佢真係捱到殘晒、做到

謝，難得可以休息 ，就話要佢出山捱義氣，又

確係幾難為佢。」

傳譚志源蔡瑩璧也擰頭
連大熱Yvonne都「倒灶」，特首手上豈非再無「可揀之蟀」？政

界老友坦言，新人難求，亦可在「舊人」中物色合適者，最近他

就聽說特首辦主任譚志源可能會「換個身份」，走出「大內總管」

的幕後殿堂，重出台前。不過，如此一來又會有一連串的連鎖反

應，令新一輪音樂椅轉個不停，故恐怕亦「難以成事」。最終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職「花落誰家」，至今仍是未知之數。

一葉而知秋，老友進一步細析高官難求的箇中因由，直言面對

波詭雲譎的政治大氣候，及劣質攻訐、批鬥式政治生態的抬頭和

發酵，以致暴力議會文化及憤青衝擊文化的盛行，不少有意從政

者都為之卻步，「政治廚房太熱」，反而令他們心灰意冷，特區

政府長期處於「挨打」的弱勢狀態，更令人才「望而生畏」，如

此的政治環境一日未變，特區政府組班都是困難重重。

批鬥政治嚇怕能者 劉太空難搵人

民記邀政商猛人
論未來特首條件

■鄉議局有
意將《新界
鄉議局史》
作 為 紀 念
品，贈送予
出席新大樓
開幕禮的嘉
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社會穩定才能和
諧發展，港區人大

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強調，香
港需要穩定，否則投資者及市民不能
安居，又豈能樂業，只會進一步引發
社會問題。他並不點名批評公民黨，
阻礙港珠澳大橋上馬，浪費公帑，並
呼籲政黨中人不要因政治問題「搞三
搞四」，拖垮香港經濟。
棠哥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被追

問下屆特首人選問題。他笑說，自
己尚未有心機及時間思考這問題，
「最低工資問題水浸眼眉，當然要先
搞好打工仔的事，然後還有標準工
時問題，我們也要裝備好自己，否
則屆時面對候選人也不知說什麼」。
被問及能夠維持社會穩定，是否

出任下屆特首的重要條件時，他坦
言，此乃其中一個因素，但尋求經
濟發展同樣重要，並提醒港人必須
掌握內地發展機遇。

不容政爭損港經濟
棠哥並以港珠澳大橋工程被叫停

為例，質疑有個別政黨因為政治問
題令香江經濟停滯不前，是香港的
悲哀，「一搞遲半年甚或一年，造
價可能已經不同，那些是納稅人的
錢。當然我們要尊重提出司法覆核
的人士，但我搞不清做司法覆核的
人從不露面，你連理直氣壯走出來
也不敢，我懷疑背後有人操縱，涉
及政治因素，這是不可以接受的」。
就公民黨拒絕承認為大橋風波的

始作俑者，棠哥笑說：「好多報紙
寫有關係。好簡單，那位婆婆（提
出司法覆核的朱綺華）是公民黨義
工，律師就曾經代表公民黨參選，
而姓黎（廣德）的那位是公民黨副
主席，整條線都是公民黨的，但是
否他們搞，我就無法知道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棠哥暗批公民黨「拖 」大橋

為慶祝新界鄉議局85周年，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發叔）
以個人名義，捐資百萬予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編寫和出版《新界鄉議局史》，期望在大喜日子與港人回首鄉議局過去80
多年的「樂與怒」。這部《新界鄉議局史》趕及在新大樓開幕前夕出爐，
發叔聯同兩名副主席張學明及林偉強，親身向浸大校長陳新滋等遞交支
票，並透露他們有意將該部新書，作為贈送予出席新大樓開幕禮嘉賓的
紀念品。

作者推介政府當參考書
是次支票捐贈儀式暨《新界鄉議局史》首發式於昨日在浸大逸夫校園

舉行。《新界鄉議局史》是鄉議局與新界的歷史作一全面的分析和記
錄。全書共7個章節，透過多角度考察，蒐研和分析從新界鄉議局、香港
政府和英國政府檔案館等取得的重要文獻，將鄉議局的歷史和演變呈現
眼前，剖析它在港英政府時期、在殖民統治政府和新界居民的關係中、
在新界地區演變過程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回歸後鄉議局如何參
與特區的創建並繼續爭取保護新界居民的合法權益和風俗習慣。
近年涉及新界土地的爭議似乎隨 社會發展而越來越多，如最近的

「丁屋僭建」問題。《新界鄉議局史》作者薛鳳旋表示，鄉議局是「一國
兩制」下的特殊法定機構，充分反映出新界政治地位，他建議特區政府
詳細重溫新界的歷史，以及鄉議局的法律地位等，藉此尋求啟發，以合
理和諧的方法處理原居民權益及風土民情的問題。
專程捐贈百萬出書的發叔，被問及自己最滿意哪個章節時，笑說自己

「過目即忘」，會待閱覽整本書後再和大家分享。

續與當局解決丁屋問題
被問到有報道指一批新界原居民原計劃今日會就「丁屋僭建」問題到

元朗區議會示威，但最後在發叔力勸下取消行動時，發叔就鬼馬地反問
記者們：「乜你想佢 示威咩？」他隨即正色道，鄉議局會繼續與政府
跟進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踏入選舉年，今明兩年

將陸續上演區議會、行政

長官選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等多場

選戰，而政改方案通過後，令香港政壇

形勢急變，風雲乍起，熱鬧非常。為迎

接這個新的政治形勢，香港第一大黨民

建聯，將舉行5場「對行政長官期望」

工作坊，並會邀請多名政商界重量級人

物出席，暢談自己對新一任特首施政的

意見及建議，而首場工作坊將於5月底

舉行。在5輪會議後，民記會收集、整

理、梳理各界的意見，並擬就一份對新

任行政長官的訴求的建議書，期望建議

書可於今年7月面世出街。

廣納意見

不顧大局

先後有問責官員
身體出現毛病，立

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計劃討論應否
為高官健康狀況設立通報機制。曾
飽受頸椎移位之苦的行政會議成員
鄭耀棠坦言，高官也是人，呼籲香
港社會應該有多一點關愛精神，
「我是過來人，病過才知好淒慘，官
員承受的壓力比一般人大，最慘有
些人還說官員 幾十萬人工，應該
點點點，壓力大到殺死人」。
棠哥表示，自己理解市民認為官員

牽涉政策制定的問題，故要求他們公
開病情很正常，並建議應該一併就官
員、行會成員及立法會議員等公職人
員，全面設立一個申報病情的制度。

壓力反增無病變有病
不過，他預期制定類似的申報機

制的細節難度很高，既要確保透明
度，同時要顧及當事人的私隱及權
益，「有時公布病情對病人本身未
必有好處，因為會形成了周邊的壓
力，單是問候的來電已煩死人，日
日提住病情，唔病都變有病，所以

兩者要取得平衡很困難」。
棠哥談起病情七情上面，畢竟他

早前曾經動了高風險手術，至今還
要每周進行物理治療。他十分感激
脊骨外科權威醫生陸瓞驥為他親自
操刀，在頸椎壓 神經線的位置安
裝上金屬片，令神經線不再受壓，
行動自如。還細說當日進行手術
時，身體即使施了麻醉藥仍然不自
覺抽搐，大大增加了陸醫生下刀的
難度，而自己經歷5個多小時手術
後，一睜開眼發現已能鬆鬆肩，踢
踢腳，才舒一口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高官健康通報制細節難搞

發叔捐百萬《鄉局史》首發

公私平衡

工聯會連月來積
極游說該會副會長

陳婉嫻出選立法會「超級區議員」
議席，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被追問有
關的選舉部署時，就苦笑說嫻姐近
日向他透露下個月要去旅行，搞到
他頭也大了，「女仔特別難猜度，
但她是否參選好快會明朗，因為倘
若要選『超級議員』，9月就要報名
了」。

棠哥坦言，以嫻姐的江湖地位，
只要她點頭，到哪一區出選也不成
問題，「好多現任區議員都力勸嫻
姐參選，更講明可以把議席讓出，
但這樣 她仍不肯點頭答應，真的
拿她無辦法」。有傳嫻姐一出馬，勢
必吸走其他建制陣營的選票，棠哥
就鬼馬笑說：「咁厲害？你估嫻姐
係吸塵機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嫻姐去遊埠 未知是否出山
女心難測

新書出爐

■大病初癒
的棠哥帶同
一本關於頸
椎健康的書
籍與記者分
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發叔聯同張學明及林偉強，親身向陳新滋等遞交支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