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曾蔭權一語「政治
抽水」近日熱爆政圈，引

發全城對公職人員批評政府的「反思」，其
中盛傳疑似特首參選人的行會召集人梁振英
前日隨即於網誌上否認「抽水」批評政府。
早前表態考慮是否參選特首的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見圖)昨日被問到此事則笑說，自
己並非香港公職人員，「好似唔係好關我
事」；不過她覺得各人講法只是口舌之爭，

「無謂啦」，重申從政人講得出做得到才是最

重要，「落實才是最困難的⋯⋯香港市民想
要甚麼其實已很清楚，如果我們參政人士到
今天還未知香港人要甚麼，我諗怕係時候摺
埋」。

指參政者要講得出做得到
范太昨日被問到「政治抽水」一說時認

為，公職人員應講得出做得到，「如果大
家有興趣為香港人服務的話，就用機會講

如何為香港人服務囉，講完之後，就要

做囉，就這麼簡單」。至於批評是否抽水，
「很難講，我都唔識講」。

她認為，香港人很聰明，不單是聽你
講，亦會看你過去做了些甚麼，為香港出
了甚麼力，這些他們都會考慮，「到底誰
人好 ，信任邊個，每個香港人都有自己
的想法，絕對不會因為政治人物講多幾
句，講少幾句而影響他們」。

近日特首選舉已有「開打」之勢，范太
形容，現在大家已到「熱身」的時候，但
她自己則尚未到熱身階段，「我都未知道
自己是否有信心去參選，我正在考慮中，
不會回應任何政綱，鍾意講政綱咪講囉，
市民梗會睇住」。■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特首曾蔭權上周五出席立法會本立法年度最後一次

答問大會，有議員要求曾蔭權為香港的前途、香港人

的福祉，「和大家分享、指點一下，究竟下一屆特

首，究竟要具備甚麼條件，才可以幫到香港？或者有

甚麼工作你現在沒有做到，做不到的，想做的，下一

屆特首要做的」。曾蔭權對此惜言如金是得體的，但

社會並非不可以就此問題進行有建設性的探討。首

先，曾蔭權第2個任期只剩不足一年，如何站好最後

一班崗，對於曾蔭權本人歷史定位，對於下一任特

首承接怎樣的「攤子」影響重大；其次，曾班子六

年施政，不乏有益的經驗教訓值得探討，以啟迪後

來治港者。

禾雀亂飛勿迷眼 最後一崗要重視
本屆政府將於明年換屆，各界均在猜度新任特首的

人選，試圖透過「新任特首需要甚麼條件」來尋找

「蛛絲馬跡」。有關「疑似特首參選者」亦紛紛發表

「疑似參選試探言辭或變相政綱」，甚至你來我往，隔

空相對。亦有押寶者或暗中作「擇木而棲，擇主而事」

準備，或迫不及待表態擁戴心中「頭馬」，意圖一旦跑

出冀有彩金可收⋯⋯香江一時禾雀亂飛、風舉雲搖，

亂花漸欲迷人眼。所謂「換屆時節雨紛紛，各路行人

欲斷魂」固然難免，但各路行人千祈勿忘，曾蔭權第2

個任期還剩347天(以今日計算)，在餘下任期，社會各

界如何繼續支持本屆政府依法施政，以及曾蔭權如何

站好最後一班崗，更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曾蔭權在「七一」酒會致辭時表明，明年回歸日是

政府換屆之時，對於有指政府已踏入「夕陽」階段，

難有作為，他稱無意糾纏於這些虛無縹緲的政治術

語，強調未來一年會繼續踏實工作，堅毅不懈，以謙

虛態度為市民的幸福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曾蔭權站

好最後一班崗的表態值得肯定，但如何站好最後一班

崗值得探討。在餘下任期，曾蔭權並沒有競選連任壓

力，毋須患得患失，這是扭轉政府弱勢的有利條件，

完全可以膽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方法多一些，放

開手腳依法施政，切不可得過且過，希望無驚無險

「捱到夠鐘」退休，將任內「燙手山芋」留給下任特

首。本屆政府應盡可能啃多幾塊深層次矛盾的「豬頭

骨」，以及完成堵塞「變相公投」漏洞的立法工作，為

下屆政府奠下一個較好的管治基礎。

離心離德不可取 政府議會榮辱連
特別要強調的兩點是：第一，本屆政府任期只剩不

足一年，但絕不意味 本屆政府已成為「夕陽政府」，

可以乘機擇弱而欺，落井下石，甚至牆倒眾人推。首

先，管治團隊的成員不得離心離德，擺出換屆臨頭各

自飛的姿態，或是以管治團隊成員身份另起爐灶與本

屆政府唱對台，或是以無建設性的攻擊進行「政治抽

水」。管治團隊成員一日身在建制內，就必須一日與本

屆政府同心同德，同舟共濟，除非是離開管治團隊另

作別論；第二，雖然民調顯示，市民對曾蔭權和政府

施政的不滿比率上升，但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整體表現

的滿意度也下跌至1998年以來的最低水準，滿意率僅

一成，比政府還要不堪。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某些

議員擅長做政治騷，不為市民利益考慮，市民自然不

滿意立法會議員的表現；二是每當立法會的民望下跌

時，政府的民望也會受到拖累，顯示政府和立法會的

關係就像一個硬幣的正反面，互相對立，但又榮辱相

連，因此立法會議員在政府餘下任期若一味無建設性

「蝦」政府，也是在倒自己的米。

探討有關經驗教訓，以下兩點值得重視。

貼近民情攻心上 寬嚴有度避失誤
第一，曾班子六年施政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說

明施政必須貼近民情和寬嚴有度。成都武侯祠有副名

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

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上聯指的是「攻心

為上」，也可以引申為施政貼近民情，消除社會怨氣和

戾氣，使民眾心悅誠服；下聯講的是施政一定要審時

度勢，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政策制

訂、出台要認清形勢，掌握時機，注意力度，否則進

退失據。

妙不可言的是，下聯只要將「蜀」字換入「港」

字，對照近年來某些施政不足和失誤，都與未能準確

把握民情和未能審時度勢有關。近年多項政策出現反

覆和波折，例如，副局長「雙重國籍」引發風波，暫

停徵收外傭稅生效日期引發混亂，增加生果金審查資

產令長者反彈，擴大將軍澳堆填區被立法會否決，申

亞硬闖關失敗，以及預算案派錢派出事等。更嚴重的

是，「五區公

投 」 慘 敗 之

後，畫蛇添足搞

「曾余辯」；堵塞

「變相公投」漏洞

「攤凍」一年才「刻舟求

劍」，且又不公開諮詢令民意反

彈。這說明施政必須貼近民情，吸納民意，以民為

本，並且要審時度勢，寬嚴有度。這兩方面，也是提

高管治能力和加強社會認受性的關鍵所在。

愛國愛港須堅持 親賢遠佞要記取
第二，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任何已經站在治

港者行列的人或者有志於加入這個行列的人，都應該

按照這個標準來檢查對照自己，嚴格要求自己，這是

關係到香港特區管治權落在什麼人手上的重大問題，

是關係到全港市民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

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也。」特首及其管治團隊乃至背後的「高參」、「高

人」，都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若沒有堅定的愛國

愛港立場，就不能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就不能處理

好特區與中央、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也就不能管治好

香港。至於反對派政客梁家傑、黃毓民之流，始終將

香港視作獨立政治實體，一貫以挑戰「一國」主權、

損害香港穩定繁榮為己任，他們對特區政府管治的指

責，純屬「為反對而反對」，根本是「黃鼠狼同雞拜年

—不安好心」，與愛國愛港人士「是其是，非其非」

支持港府依法施政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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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
志喜協助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高院，
申請司法覆核，挑戰《入境條例》
不容許家庭外傭在港定居的規定，
如果官司勝訴，將可能導致數以十
萬計外傭在港居留，為社會福利帶
來沉重壓力，製造另一個人口危

機。由於事態嚴重，在日前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民
建聯陳鑑林直言「有一些不負責任的政黨或政客在
某些時候會搞一些事而使特區政府無法應付」，最近

有一些「大狀」協助外傭打官司，在社區內引起很
多人的擔心，如可能會突然間多了10萬個傭工申請
公屋、綜援等。

這宗官司涉及以十萬計的外傭居港權問題，對本
港影響深遠，根本就不適宜通過司法覆核去作出裁
決，試問幾個法官怎可能去決定如此重大事情？曾
蔭權回應指出，來港工作的外地傭工倘獲香港永久
居留權，會產生一連串問題，也是一個嚴重的挑
戰，但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已經開始，港府會依法
辦事。固然，特區政府現時只能準備好之後訴訟，

但社會都認為，這次司法覆核完全是沒有理據，沒
有必要，但公民黨中人卻協助提出司法覆核，這究
竟真的是尊重法治？還是一眾大狀為了尋找生意，
又或是利用司法進行政治狙擊，都值得社會深思。

過去公民黨屢屢利用司法手段去狙擊政府施政，
早已罄竹難書，近的有港珠澳大橋臨上馬前一刻被
公民黨以司法覆核阻停，令納稅人損失慘重；遠的
如「莊豐源案」，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以免百多萬
新來港人士壓境，但當時公民黨一眾大狀卻大力反
對，更發起所謂「黑衣遊行」，惟恐香港不亂。這次
更借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發難，不但為本港社福、
房屋、醫療等福利造成沉重負擔，而且官司更可能
引發「人口炸彈」，首先是本港的外傭制度面臨巨大

轉變，如果外傭可入藉本港，是否要禁止外傭來港6
年就不准續約，以免衝擊本港？又如內地傭工又如
何處理？之後更可能引發外傭爭取最低工資，種種
訴訟爭議將接踵而至，這個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香港肯定大亂。

這樣誰最得益？自然是一眾反對派。為政府製造
了這個「人口炸彈」，將來社福開支上升，輪候公屋
期延長，聘請外傭更加麻煩，政府也要窮於面對各
種訴訟，還如何有時間精力處理經濟民生事宜。屆
時反對派就可振振有辭地指政府沒有預見力，沒有
執行力，並將民生艱困都歸結於沒有普選所致，選
舉時就不愁沒有議題可以操作。可憐香港市民卻被
這些政客「玩殘」。

探討曾班子六年施政的有益經驗教訓，與視本屆政府為「夕陽政府」，乘機擇弱而欺，落

井下石，性質完全不同。探討有關經驗教訓，是為了支持本屆政府站好最後一班崗，以及

啟迪後來治港者要深思。

站好最後一班崗 啟迪後來治港者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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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范太談政治抽水：口舌之爭「無謂」

已故民主黨「元
老」司徒華的回憶

錄《大江東去》將於本周三正式推
出。書中披露，民主黨去年提出的超
級區議會議席的改良方案，主要的建
議是由華叔構想，並力主民主黨就
政府的政改方案提出新建議，「我
看準了時勢，認為中方會接受我的
建議」。而有關方案最終獲特區政
府以此為根據，提出新的政改方
案，並於立法會獲得通過。至於他去
年反對民主黨參與所謂「五區公
投」，華叔於書中表明，是察覺社民
連此舉只為搶奪反對派的領導地位，
因而出言反對。

回憶錄揭露內幕
《大江東去：司徒華的回憶錄》於

本周三推出，第一版印有6千本，同時
亦會推出電子書版，於網上提供下
載。

回憶錄由華叔家人按其大綱、錄
音、手稿和電視台拍攝訪問紀錄整理
而成，其中序及部分內容則是由華叔
親手撰寫。

不欲失道德高地
公民黨和社民連去年策動所謂「五

區公投」，華叔反對民主黨參與，後來
被社民連狙擊，甚至惡言相向。

華叔於書中表明，反對所謂「五區
公投」，是察覺社民連搞「五區公投」
之目的，其實是想搶奪反對派的領
導地位，「我認為，民主黨不應被
社民連搶佔道德高地⋯⋯總之，社
民連事事針對民主黨，是有心抹黑
的部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卓偉公民黨又在製造人口危機

故事點滴

注重實際

捲入涉嫌嫖妓醜聞的前民主黨總幹事陳家偉，成為民主黨「棄

卒」，領導層一日內接受其退黨申請，對外亦高調割席，但仍難免

「政治重傷」。而為免傳媒追訪，陳家偉避走外地「療傷」，更未有透露歸期。為求徹底掃

除「陳氏後遺症」，民主黨迅速提升黨內資深職員陳鳳萍擔任「署理」總幹事，全面接替

陳家偉的工作，實行落井下石，「從此陳郎是陌路」。

一直標榜從政人需站在道德高地的民主黨，卻在
區選前爆出總幹事嫖妓風波，民主黨「恨陳不成鋼」
之餘，亦再施「雙重標準」之長技，自陳家偉捲入
嫖妓性醜聞後就一反常態力保低調，一改過往對建
制派人士犯錯就窮追猛打的作風。民主黨秘書長張
賢登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更表示，已交由除
陳家偉之外的「最資深職員」陳鳳萍擔任署理總幹
事，又指民主黨向來沒有透過公開方式招聘總幹事
一職，現已有資深職員接手，暫時不急於招聘，亦
沒有定出招聘時限。對中委會「火速」處理陳家偉
退黨申請，張賢登只強調「中委會有權處理黨員的
退黨事宜」，又轉移視線屢次重複陳家偉目前不在
港，亦未知歸期。

經營九西甚久「不可能說斷就斷」
不過，有地區人士則質疑民主黨與陳家偉「割席」

之舉只是「掩人耳目」的暫時性應對策略，但風聲
過後，相信大家仍有「合作空間」。他透露，民主黨
九龍西地區支部黨友得知嫖妓事件後，均擔心受到
拖累，而影響11月舉行的區選，故表面上紛紛向陳

「說不」，陳家偉亦表現得相當明白事理，截斷了公
開與支部的聯絡，但私下是否與支部好友繼續有聯
絡，就不得而知：「畢竟他在九西經營甚久，不可
能說斷就斷，政治上永遠有利益就有瓜葛，當年的
何偉途就是個好例子」。

網友大罵民主黨：「個個大話精」
陳家偉一人之錯更「累晒街坊」，有「人網」中人

留言狠批他犯上十誡的「不可姦淫」：「最睇唔過眼
個 表面上越包裝自己係正經人 越偽善，報紙成日
有講，教師，神父，醫生，教徒，越滿口人義道德
越偽善」！有網友則質疑陳家偉的「訪談」辯解，直
言「遍訪全層陀地⋯⋯佢落區探訪都做得好徹底
喎」，有網友則大罵民主黨：「老千民主黨⋯⋯個個
都係大話精⋯⋯跟得上大話卿」，更有網友發揮無窮
創意，建議民主黨開拍風流系列：「民主黨可以籌拍
3D風流三部曲：《偉途遊東莞》、《甘威有好感》、

《陳總開香檳》」，可謂極盡揶揄之能。
亦有網友不恥民主黨「棄卒自保」之舉，直言

「見微知著—(1) 鐵頭何只會和你共榮，而不是辱；

(2) 民主黨
在關鍵時刻背棄盟友以求自保」，網民fatbull更說：

「何人(何俊仁)和硫氫(劉慧卿)反應快、狠、準、站在
道德高地、更令我對民煮黨死心⋯⋯站在道德高
地，真反感，你 出賣過你的選民，我都想搵個位
原諒你 ，但你 沒有畀機會做錯事的人，不要同
我講唔關你事，係佢自己要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雞蟲偉「潛水」成棄卒
白鴿火速搵人接任
極速補鑊

■司徒華的回憶錄《大江東去》將於
周三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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