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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德陽東汽小學 唐唐獲川童贈畫

梁家傑死撐未操控搞覆核 議員狠批累港淪孤島

公民黨認助阿婆拖慢大橋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
會討論注資關愛基金50億元。政務司司長、關愛基金督
導委員會主席唐英年在香港文匯報發表題為「關愛弱勢
社群，支持關愛基金」的文章，呼籲立法會議員「投關
愛一票」，通過撥款，讓30多萬名來自弱勢社群、亟待
援助的人士能夠盡快受惠。(全文見A22版)

唐英年在文中表示，關愛基金的宗旨和目標明確，就
是要合民間、政府和商界之力，補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
足之處，但社會是複雜多樣的，任何制度化的安排，都
不可能徹底解決所有問題，其變革完善也必然需要一個

較為周詳的政策討論過程。

具靈活性自主度決定幫助對象
他強調，關愛基金最大的價值在於其靈活性和先導

性：它不是政府部門，因此有較大的自主度去決定幫
助哪些人、如何幫助；同時，它的運作又有某種程度
的政府參與和協助，故只要有適當的機制去檢視和評
估項目的績效，就能夠發揮很好的識別和先導作用，
有助政府考慮將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納入 常的計劃
當中。

讓清貧學生不落後於起跑線上
就首批10個援助項目的對象和優次問題，部分人士認

為遊學團非當務之急。唐英年主動回應說，教育是社會
均衡發展之本，讓清貧學生盡可能不落後於起跑線上，
是解決跨代貧窮的關鍵。基金決定資助遊學團，是由於
這類活動逐漸普及，「相對於萬卷書，我們千萬不能低
估萬里路對沒有機會遠遊的同學那種刺激思考、增強自
信的作用」。
就「N無人士」的援助問題，唐英年表示，該類人士

背景各異，需求不同，難以設計一套通用的援助計劃，
但目前基金部分項目應有助紓緩相關家庭的開支壓力，
日後亦可通過新項目，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使
「N無人士」受惠。

他重申，關愛基金自啟動以來，社會上基本持較正面
的看法，但同時也有部分人士對此抱 不了解甚至懷疑
的態度，這正是香港這個多元自由社會的常態，並透露
目前已確認的基金捐款額與50億元的目標仍有一段距
離，有機構表示會在適當時候確認捐款金額，亦有指希
望在基金正式推出後再作決定，政府尊重他們的決定，
而當局注資50億元所顯示的就是政府的承擔和帶頭作
用。
唐英年承諾，會在未來多向社會各界做解釋工作，以

實際成績去贏取信任和支持，使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得
以不斷完善：「請議員投關愛一票！」

談港未來：
4方面定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家「十二五」規劃

首次將港澳地區發展獨立成章，在多個方向支持香
港的發展。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十二五」
規劃是將支持香港發展放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層
次，並提出香港應循 「十二五」規劃的方向，在
未來10年朝 4方面定位發展，包括作為「國家國際
化橋樑、先行者、試驗田」，「國家現代化的推動
者」，「珠三角發展的排頭兵」，及「國家軟實力的
示範城市」。
范太昨日在「中國崛起：香港的角色與作用」研

討會上表示，香港在國家的整個戰略性策略和發
展，一直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角色；港澳地區發展
問題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獨立成章，支持香港鞏
固、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及新興優勢產業等方面的
發展。「說得白些，香港政府你想要的東西都給了
你，留下來的東西就是如何落實，關鍵也在於落
實」。

不應有被邊緣化患得患失心態
就香港未來的發展定位，范太認為，香港不應有

被邊緣化、患得患失的心態，「我們不要去考慮別
人怎樣搶我們的飯碗，而是要把自己的這碗飯做得
更大、更好」。
她認為，香港應借 「十二五」規劃的內容，向

4大方向發展，指出香港是完全開放的金融體，可
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田，如果能夠成功，是令
人民幣國際化邁進一步，如果有任何問題，亦對內
地經濟體影響有限。同時，香港亦是協助內地企業
走向國際的橋樑，並在環保、驗證等優勢產業，拓
展更大的合作領域。
范太續說，第二是香港應作為「國家現代化的推

動者」，香港在服務業發展有很大優勢，如香港的
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等優勢產業，可到內地拓展合
作，不但謀求自身的發展外，亦可推動內地的現代
服務業發展。第三是香港應作為「珠三角發展的排
頭兵」，香港是有能力協助珠三角地區走向國際
化。粵港合作正在進一步推進，未來應打造成為一
個區域城市群。

「交警因我超速抄牌，要感謝他」
在「國家軟實力的示範城市」方面，范太表示，

香港的法治精神深入民心，主流民意還是希望法
治，按制度行事，抗拒人治，「交通警因為我超速
抄牌，我是要感謝他的，不會因為我是知名人士就
有優待」。大家是用理性、和而不同的態度去處理
社會上的問題。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出席同一研討會時亦

指出，「十二五」規劃首次將港澳部分獨立成章，
明確了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功能定位，這既是對香
港優勢的充分肯定，也是對香港希望能夠繼續貢獻
於國家發展，同時提升自身這個意願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被指借東涌居民朱綺華提出司

法覆核，鬼祟叫停港珠澳大橋工程，惹來輿論狠批藏頭露尾，行為

閃縮。在立法會討論推動粵港經濟融合的議員議案時，多名議員在

發言時不點名狠批公民黨借司法充當政治鬥爭工具，令香港淪為被

邊緣化的孤島。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死撐稱，該黨從不諱言有「協

助」朱婆婆，卻否認曾「操控」發動有關的司法覆核，結果被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揶揄公民黨雖無表示「成功爭取擱置大

橋」，但肯定朱婆婆背後有大狀「指導」才取得成績。

唐唐籲立會議員「投關愛一票」

年屆66歲的綜援老婦朱綺華，於上月
中借法律援助「叫停」港珠澳大橋香港
段工程，由於大橋訴訟牽涉環評及工程
等專業知識，旋即被外界質疑公民黨才
是「幕後搞手」。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
曾回應是否有人建議朱綺華提出司法覆
核時不肯承認。朱綺華代表律師、公民
黨執委黃鶴鳴，則以「代言人」身份，
揚言她沒有在任何背景支持下進行司法
覆核云。

陳鑑林：勿用環保阻社會發展
立法會昨日在辯論粵港經濟融合議

案時，多位議員不點名批評公民黨拉
香港發展後腿。民建聯議員陳鑑林質
疑，有少數人掏空心思找瑕疵、出難
題，以司法作為政治鬥爭工具，惡意
阻撓令香港與內地更好連繫的大橋工
程，局限了香港經濟發展，「講環保

無人反對，但也要與經濟基建發展取
得平衡，不能光打 環保旗號，阻礙
社會發展」。他慨嘆，一旦香港經濟無
以為繼，又如何再談環保；又批評千
方百計阻礙粵港合作的人善於偽裝，
躲在市民背後，奉勸社會及政府不能
不防。

林健鋒：抗拒粵港融合致邊緣化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認為，以基

建帶動發展是全球行之有效的方程式，
香港商界多年來亦深信兩地基建配套有
助便利人才往來，但有「蠶蟲師爺」卻
自以為是地抗拒粵港融合，「有破壞，
無建設」，令香港淪為邊緣化的孤島，
全港市民被迫為政治遊戲付上代價。
連日來輿論狠批公民黨在大橋風波

「敢做不敢認」，梁家傑在發言時，否認
該黨「藏頭縮尾」，聲言「操控朱婆婆」

的論述與事實不符，並稱類似的「陰謀
論」會阻嚇弱勢社群不敢採用法律途徑
維護公民權利。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亦
接力「澄清」，否認該黨是「經濟上隱
性港獨」，又稱該黨素來不會高調說
「成功爭取」，亦從無隱瞞參與大橋環評
訴訟的律師及大律師是公民黨黨員，故
絕無藏頭露尾云。
就公民黨聲稱只「協助」、無「操

控」，譚耀宗笑說公民黨「好客氣」，並

質疑即使該黨並無表示「成功爭取擱置
大橋」，但肯定朱婆婆背後有大狀「指
導」，「你說不是操控，可以換個字
眼，在許多『指導』下，朱婆婆才懂得
很多程序及環保條例和觀點」。
他批評，是次大橋風波牽連不少工程

因此停頓，是否在公民黨「大力支持」
下有此結果，香港市民自有所判斷，而
他個人就支持特區政府上訴澄清，並要
避免再被人有機可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雨馨 成都報

道) 正在四川訪問的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視察了香港特區政府在四川大地震
之後有份撥款協助重建的項目，包括學
校及醫院復康中心。其中，位於德陽巿
的德陽東汽小學已落成並投入運作。學
生見到唐英年都表現雀躍，並向他送上
親手畫的圖畫。唐英年表示，看到孩子
們開心的讀書很感動，老師這麼盡心盡
力的教他們，希望他們一定要用心學
習，長大後為國家建設盡心盡力。
唐英年率領的特區代表團一行，昨日

一口氣走訪了四川成都市和德陽市的2
間學校和康復中心及1間醫院。特區代
表團上午首先抵達德陽市考察東汽小
學，探望正在上課的學生。

港斥4310萬資助異址重建
2009年，唐英年曾率代表團考察綿竹

市漢旺鎮東汽小學受地震損毀的舊址，
今日，小學已遷往德陽新建校址。香港
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
基金」斥資4,310萬元人民幣資助異址重
建。學校的教學樓及主要設施已於今年
2月啟用，為約1,600名學生提供安全舒
適的學習環境，預計學校其餘附屬工程
部分可在今年5月竣工。
唐英年走進可抵禦10級地震的課堂，

並參與了學生的課堂活動。老師王鴻波
介紹，震後3年來，學校從漢旺到德
陽，從板房到新校，我們終於有家了！
香港特區政府及同胞給我們送來了溫
暖；在地震之前，生命對於孩子們是個
問號，經歷地震後，孩子們突然長大
了、成熟了，懂得了我們今天能在別人
的幫助下站起來，有了新學校，我們一
定要努力學習，以後讓自己有能力去幫
助別人。

囑用心讀書 將來為國家建設盡力
在離開學校前，唐英年表示，能夠幫

助學生在新校舍復課，非常感動，「可
以幫到學生在新校園就讀，我們實在感
到很感動。我們希望他們在新校園裡能
夠用心讀書，將來為國家建設盡心盡
力」。
隨後，代表團視察了德陽市第二人民

醫院施工中的住院大樓及相關設施。先

到剛於今年3月竣工的廣漢殘疾人康復
中心，再到成都市考察了正在施工中的
川港康復科技綜合大樓。該項目由基金
撥款2.25億元人民幣資助興建，是特區
援建醫療範疇的旗艦項目，為地震的傷
員提供矯形及創傷治療、物理治療、職

業治療、義肢，及臨床心理輔導等服
務。中心並會作為四川省的康復網絡及
專業人才發展和培訓基地。項目預計在
明年中竣工。
特區代表團最後前往都江堰市視察由

香港賽馬會出資1.35億元人民幣援建的

四川奧林匹克運動學校，考察項目的施
工進度。該項目的訓練樓、教學樓等建
築的上蓋工程已大致完成，預計在今年
9月竣工。
據了解，唐英年今日會出席特區援建

項目竣工典禮，隨後返回香港。

■譚耀宗揶揄公民黨「指導」朱婆婆叫
停港珠澳大橋工程，阻礙香港與內地融
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東汽小學的孩子把繪畫作品送給唐唐。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雨馨 攝

■唐英年到訪四川探望德陽東汽小學的學生。

■唐英年在都江堰考察由香港賽馬會援建的四川奧林匹
克運動學校的施工進度。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自爆該黨是「幕
後搞手」，有「協助」朱婆婆提出司
法覆核。 資料圖片

義正詞嚴 鬼拍後枕

范太：激進示威衝擊港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政黨近期頻密

就內地事務表態，且採取的示威方式亦越來越激
進。范徐麗泰坦言，中央一直緊守不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的「界限」，但香港有一些人士和組織卻想改
變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令到一些內地學者覺得不
好，「井水不應犯河水」，又批評香港部分激進示
威者的所謂「公民抗命」，「我認為要做就做，你
說我犯法是你不對」的心態倘一直擴大下去，香港
的法治將會受到很大衝擊。
范太昨日在「香港角色與作用」研討會上坦言，

香港應該了解到國家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香
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是主體，沒有這個
前提，就沒有「一國兩制」；香港回歸10年多來，
處於內鬥、內耗的時間，行政主導原則受到衝擊，
民粹主義開始抬頭，有些香港人更想改變國家的社
會主義制度。

「不要去改變人家制度，做好自己」
她強調，內地的社會主義和香港的資本主義是應

該可以和諧相處，互相尊重，也不容許用一種制度
去改變另一種制度，「不要去改變人家的制度，做
好你自己的，做到這一點，香港就能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保障民生」。
被問及香港有哪些人想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制

度，范太說，「我無謂指名道姓，我知、佢知，大
家都知」，但香港是自由的地方，有言論自由、表
達自由，他們這樣講無問題，但與她有交流的一些
內地學者不認同這些講法，認為應是井水不犯河
水，「既然是井水，你怎可去改變河水的流法」。
就警方正跟進有關在內地涉嫌經濟犯罪而被控的

「藝術家」艾未未的肖像及字句的塗鴉的個案，范
太認為，如果有關行為毀壞了公物，警方調查是有
法可依，更應該這樣去做，而最主要的原則是，若
警方認為有犯法，便去作出調查，無論你是一個普
通人或是一個反對政府的人。「你不能因為是來抗
議，碰下你也是不對的，便說是扼殺你的政治權
利，你應符合法律便去講你的政治意見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