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七一遊行」是反對派近年最全面整合的一

次，不但在去年大力反對「五區公投」的民主黨要全

面歸隊，而且反對派喉舌也高度參與。吳志森在「七

一遊行」前每日的話題不是批評遞補制就是呼籲市民

上街，反對派議員輪流到其節目作政治宣傳，《蘋果

日報》等反對派喉舌的新聞報道與政黨的宣傳單張無

異，扭曲遞補制的原意，並將負責法案的官員及議員

大肆抹黑。其手段與03年「七一遊行」前後針對官員

及建制派發難的伎倆如出一轍，既打修例，又對準之

後的區議會選舉。

延後表決打亂反對派部署
反對派打的如意算盤是利用遞補制作為「七一遊行」

主題，之後一鼓作氣在遊行後發動包圍立法會，製造

更大的政治動盪，為之後的兩個選舉造勢。誰知特區

政府在聽取建制派的意見後，將法案押後表決，進一

步展開公眾諮詢。這一㠥完全打亂了反對派部署，令

反對派突然失去了攻擊目標，要再動員憤青包圍立法

會將變得師出無名。而且，就是不少反對遞補制的市

民，也不代表是支持「公投」，而是認為合理的目的也

應有合理的程序，要符合「程序正義」。現在當局順應

民意展開諮詢，已經回應了市民的訴求，在經過兩個

月的諮詢期後，真理愈辯愈明，市民將更為理解遞補

制的必要性，反對派再要歪理攻擊將難再奏效。

抹黑宣傳 打壓異己
時間已不在反對派那一邊，所以近日反對派明顯改

變了策略，不再從遞補制的本身進行討論，反而是民

粹性的將炮火對準了支持方案的建制派議員，《蘋果

日報》的頭版幾乎都是抹黑建制派議員的報道，此舉

不單是要將支持遞補制議員的形象盡情污衊，打成反

面人物，連帶將遞補制也一併推翻，而且更通過一些

煽情民粹的標題口號，將遞補制炒熱成兩陣對壘，將

討論變得政治化，不要令有關爭議平息，以免反對派

在區議會選舉時無戲可唱。近日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也

成為了《蘋果日報》開刀的對象。

《蘋果日報》昨日第二版就大字標題，以「侮辱選

民惹公憤　全城圍剿梁美芬」為題，攻擊梁美芬提出

遞補方案，但又自稱「成功爭取」押後表決，因而

「惹起公憤」，《蘋果日報》更引用了一些政治學者及

網民言論，去指責梁「侮辱選民」云云。內文報道明

顯早有預設立場，內容全是對梁美芬的人身攻擊，之

後找一些反對派議員及學者來指罵一頓，再在網上抄

錄一兩句憤青批評梁的言論，就洋洋灑灑的寫了大篇

報道，說這是報道不如說是一篇抹黑政治宣傳。《蘋

果日報》做新聞完全是政治掛帥，將社會公器用作打

壓異己工具。

抹黑堅定聲音 製造寒蟬效應
梁美芬是最早提出修法，杜絕別有用心議員借辭職

「玩㝚」的議員，從去年「公投」的慘淡收場及多個

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不支持「公投」，都清楚看到民

意是支持堵塞補選漏洞，大部分市民都不希望見到

「公投」鬧劇重演，梁美芬建議堵塞補選漏洞，回應

了市民的期望，是議員應有之義，試問惹了什麼公

憤？及後民意認為遞補制茲事體大，理應作出更廣泛

的諮詢，最終

在建制派議員促

使之下，當局決

定重新展開諮詢，

梁美芬等有份反映民

意的議員應記一功。《蘋

果日報》及反對派的指控根本毫

無道理，如此口誅筆伐不過是要殺雞儆猴，阻嚇其他

支持遞補制人士，其編採方針由始至終都是不問專業

操守，一味政治掛帥。

說穿了，《蘋果日報》大力抹黑梁美芬，主因是她

在支持遞補制上擊中了反對派的要害，梁美芬更是最

先提出修訂的議員，代表了建制派其中一個最堅定有

力的聲音。《蘋果日報》以大量偏頗、抹黑的言論去

狙擊她，象徵意義遠大於其他人，更藉此營造建制派

四面受敵，理屈詞窮的假象。同時，《蘋果日報》連

日來大篇幅的抹黑報道，也是反對派的心戰伎倆，誰

支持遞補就打誰，甚至不惜用頭版頭條去進行政治狙

擊，意圖在社會上製造寒蟬效應，令到一些認同遞補

制的議員及社會人士，眼見《蘋果日報》瘋了一般的

打壓異己，也不敢輕言出來支持，寧願明哲保身，最

終在社會上製造噤若寒蟬的氛圍。不過，反對派機關

算盡，主流民意仍然是反對議員「玩㝚辭職」，支持

堵塞漏洞，這個民意雖然沉默，但從來沒有改變過，

反對派不論是撒豆成兵或是製造寒蟬效應，都不可能

改變民意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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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兩周內將公布遞補制諮
詢文件，職工盟議員李卓人、公民
黨議員余若薇就急急出來宣布反
對。「民陣」約十名成員，日前由
中環匯豐總行遊行到政府總部，要
求立即撤回遞補方案。這說明他們
的底牌是凡政府提出的方案，他們

通通反對，他們要的是辭職搞「公投」，搞「港
獨」，顛覆特區政府，建立其政治實體的「偉業」。
余若薇反對政府以條例草案作為基礎，就立法會

遞補機制作公眾諮詢。她走上香港電台節目表示，
「諮詢不應有前提，前提是當局假定現時的機制有漏

洞，議員辭職是否屬於『玩㝚』。『玩㝚』是政治解
讀，應由選民決定」云云。
余若薇正是去年發起「五區請辭」、「五區公

投」、「香港起義」的搞手，這種行為遭到了港人的
抵制和批評，投票率只得17%，徹底慘敗。公社兩黨
五名議員浪費了一億多公帑，背棄了對選民四年任
期的承諾，辭職後又復職，把選舉的尊嚴和聲譽踩
在腳下，這筆公帑足夠建二千個公屋單位，安置八
千個貧民，結果化為烏有。市民怒火沖天，要求政
府堵塞任由議員「辭職搞公投」的違憲活動。這正
是遞補機制立法的最主要原因。
余若薇自己幹了「公投違憲」的壞事，居然不承

認，也不讓政府維護憲制，堵塞漏洞，竟稱「政府設
置前提」，可說是不顧事實、扭曲為直的能手。究竟
余若薇有沒有正視香港根本沒有「公投」機制，香港
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之下的特別行政區的事實？
進行「公投」、煽動「起義」，根本是一種顛覆建

制的行為。任何維護法治的社會，都應該採取措施
予以制止。這猶如有人偷竊，需要起訴一樣，犯罪
者說，偷竊不外是技癢，以表現其妙手空空而已，
如何解讀這種表演是政治觀點的分歧，不應在假設
其犯罪的前提下，提出起訴。這種狡賴行為，只能
自暴其醜。
余若薇持的是什麼邏輯？這是挑戰法治和《基本

法》的邏輯，這是把越軌行為美化為合憲的狡辯。
辭職就是棄權了，由最大餘數的名單替補，反對派
攻擊這是「不公義」，到了政府採取本名單次名遞

補，反對派又改變了方向，說這是「程序不公義」，
因為選民抵制「公投」，不代表不需作諮詢。政府展
開諮詢，他們又找新藉口，說是「政府設了前提才
諮詢」。總之，他們就是無限次數轉變理由賴皮，明
明「辭職公投」是無憲法地位，他們說有，還說是
符合《基本法》和《人權法》。可說是睜㠥眼睛說瞎
話。這如同五、六萬人遊行，他們可以重複誇大變
大四倍。他們說，一共派了八個人，每組兩人，在
四個街口測算，就是廿二萬人。其實，他們是狡辭
說，每組數到五萬多，四組相加，不就是廿二萬，
「再追究真正人數就沒意思了」。

不論政府怎樣聽取意見，這些人就是先亮出底
牌：「辭職搞公投」要幹到底。憲制和比例代表名
單制選舉法，他們就是不理，這不是同舊上海的痞
子一樣嗎？

《蘋果日報》大力抹黑梁美芬，主因是她在支持遞補制上擊中了反對派的要害，梁美芬

更是最先提出修訂的議員，代表了主流民意要求堵塞「變相公投」漏洞的聲音。《蘋果日

報》以大量偏頗、抹黑的言論去狙擊她，是反對派的心戰伎倆，意圖在社會上製造寒蟬效

應，令到一些認同遞補制的議員及社會人士，眼見《蘋果日報》瘋了一般的打壓異己，也

不敢輕言出來支持，寧願明哲保身，最終在社會上製造噤若寒蟬的氛圍。不過，反對派機

關算盡，主流民意仍然是反對議員「玩㝚辭職」，支持堵塞漏洞，這個民意雖然沉默，但

從來沒有改變過，反對派不論是撒豆成兵或是製造寒蟬效應，都不可能改變民意向背。

《蘋果日報》大肆抹黑梁美芬意欲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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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卓偉

特區政府從善如
流，決定就議席遞補

制進行公開諮詢，在「七一遊行」當晚
組織憤青堵塞街道的「人民力量」議員
黃毓民（太上黃）老實不客氣地邀功，
更意氣風發地聲言於7月13日會再圍立法
會。不過，其他反對派政黨均拒絕為他
「抬轎」，不肯號召其支持者參加之餘並
另起爐灶，令太上黃相當無癮。
太上黃昨日在立法會稱，該黨已經向

警方申請於7月13日在立法會大樓外集會
並提出3個要求：特區政府要無條件收回
遞補制草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
瑞麟要下台，及所有反對派議員一起
「總辭」，並聲言屆時會有約3,000名支持
者參加。

遞補制延後表決失藉口
不過，其他反對黨在昨日「飯盒會」

後，稱7月13日既然已非遞補制表決日，
他們亦無意號召支持者圍堵立會，下一
階段要做的是到18區去「深化工作」，包
括於即將來臨的周日在旺角舉行簽名活
動，並設鼓讓市民「擊鼓鳴冤」云。同
日，「民陣」亦發表聲明，與太上黃等
劃清界線，聲言他們不會於7月13日主辦
任何活動，並對「引起的任何誤會或不
便」致歉。對此，太上黃極為無癮，罵
道：「佢㜺成日剩係得把口，成日講，
又唔肯落手落腳去做，剩係識得抽
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㛒從政路

上注定不

會一帆風順，再難的政治困境

也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但得

不到家人的支持卻是所有從政

人心中的最痛，對此，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體會甚深。他在接

受媒體訪問時回顧了從政之

路，坦言有得亦有失，尤其被

問到有一段時間有家人未有支

持他的時候，還是忍不住哽咽

說：「從政本身不一定要犧牲

你的家庭，我回頭想，我是很

知道⋯⋯我從來不敢說身邊的

人、或者社會或者甚麼（人）

欠了我甚麼，我只知我欠了人

很多」。不過，在談到跟相識

多年的舊同事伍嘉敏共諧連

理，開展人生的新一頁，他就

顯得眉飛色舞。

未展開諮詢反對派已露出底牌 蕭何

從政遭家人誤解
曾主席哽咽心痛

真情剖白
㛒亞洲電視昨日播出了曾主席的專
訪。由一手創立民建聯，經歷多次選
舉的高低起伏，他一直勇往直前，但
背後卻有說不盡的辛酸，尤其是過程
中家人的不諒解。說起這段往事，曾
主席仍難忍淚水：「從政本身不一定
要犧牲你的家庭。我回頭想，我是很
知道，我是⋯⋯對不起，我本來想說
這段不談，我對身邊的人很大傷害，
因為身邊有很多人支持我，很多人鼓
勵我，但我的家人沒有，有些人甚至
會誤解說為什麼她不出來支持你選
舉，我從來不敢說身邊的人，或者社
會或者甚麼（人）欠了我甚麼，我只
知我欠了人很多。」

苦盡甘來公私兩得意
㛒捱過從政路上最艱苦的日子，曾主
席終於08年當選立法會主席，翌年與
伍嘉敏共諧連理，可謂是事業家庭兩
得意，連朋友亦笑他現在的笑容好
好，不再是以前的愁眉苦臉，「我不
知是否這樣，可能他們覺得，但我久
而久之又覺得這也不錯，你如果保持
一個開朗心境，保持一些笑容，自然
的笑容，人可能會較輕鬆點、較安樂

點」。
㛒近年議會內的抗爭行為越趨激進，
擔任主席還不到3年的曾主席經常要
出手維持議會秩序，驅逐不守規則的
議員。
他笑說，處理這些問題「完全沒

有難度」：「有些行為，我判斷是
妨礙會議進行，繼續容許的話，會
議是無法進行下去時，我唯有制
止，制止不到，唯有趕議員出去，
就是這樣。」

主持議會不親嚴疏寬
㛒被問及他的政黨身份，不時會引來
反對派的刁難，曾主席坦言，他的政
黨背景，完全沒有左右他作為主席的
判斷，「如果你問會不會我有些心
魔，因為我自己是民建聯的，所以對
民建聯的人我就處理得嚴些，或者對
建制派處理得嚴些，對反對派有意寬
鬆些，起碼自覺上我不會這樣」。
㛒從政20年，曾鈺成坦言有得亦有
失，但走到人生這個階段，自己已經
相當滿足，「都有相當廣闊天地，想
想可以怎樣發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
（IT譚）透過在立會上提出動議，

望先凝聚會內各黨派就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共
識，其後再「迫」明年有意參選新任特首者將之
納入參選政綱。昨日，IT譚先贏一仗，立會通過
促請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及採取措施協助創
新科技產業的發展的動議。
IT譚在會上發言時，引述一項有關香港與互聯

網發展的研究結果，指在2009年，香港網絡經濟總
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5.9%，預計網絡經濟未來仍
會持續增長，特區政府應積極研究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專責統籌和制訂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整
體策略。

李慧㠒撐科研商業化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㠒坦言，香港的科研能力不

是問題，有許多科學家獲得不少科研獎項，但經
常出現缺乏資金將科研成果商業化，故有需要研
究成立有助推動創新科技的政府架構，提出長遠
的發展規劃，包括考慮為科研商業化提供稅務優
惠，及研究設立科研基金，為科研成果商業化提
供資金支援。

不過，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就聲言，「科研創新講
到口水乾都看不到任何結果出來」，惟他不贊成為
此成立新的政策局，稱政府應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的
政策，而非要「疊床架屋」地擴大政府架構。

蘇錦樑願推政策支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回應時表示，

特區政府無計劃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但會從多方
面推動香港的創新科的發展，包括全面檢討香港
的專利保護制度，並於今年第3季就此問題進行公
眾諮詢，並會成立專家委員會進行研究，預計當
局可於明年上半年公布未來專利保護制度的發展
意向，而政府亦已開始探討協助科研的商品化問
題，協助業界將手上的科研成果轉化為商品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美好開始

不肯抬轎

反
對
派
拒
撐
太
上
黃
圍
立
會

倡設創科局 IT譚獲同僚支持

■曾鈺成前年與伍嘉敏共諧連理，事業家庭
兩得意，不再像以前愁眉苦臉。 資料圖片

■其他反對派政黨
聲言不會號召支持
者於13日包圍立
法會，令黃毓民
當場「黑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蘇錦樑表示，當局會致力
協助創新科技業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李慧㠒要求當局就發展創
新科技訂定長遠規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