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與愛
女在泰國布吉度假充電後，

昨日現身書展為小朋友講童話故事《美女與
野獸》。葉太笑說，很喜歡這套卡通片及主題
曲，形容是很美麗及有意思的故事，教小朋
友要有同情心及不應只看外表，明白「愛會
戰勝一切」的道理，又指昔日也常跟女兒講
故仔，但已經是很長遠的事。
談到其新作《跟葉太學英語II》，葉太坦

言，今年較少出席演講活動推介新書，暫時
亦不清楚銷情，但強調自己的作品向來講

「後勁」，「我第一本書去年出了5版，好多學
校及老師都覺得好有用，我唔同『口靚模』的
寫真集，是講口碑的。」

下月率黨員科技界訪京
葉太又透露，下月初會率領該黨約20名領

導層、成員及科技界學者首度訪問北京，期
望此行可獲安排拜會港澳辦、統戰部、發改
委、科技部等多個部委的官員，期間會集中
談及該黨對本港在「十二五」的定位及爭取
雙贏優勢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公布「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

後，香港研究協會進行的民調顯示，61%市民認為政

府應修例以堵塞濫用補選漏洞，55%亦認同當局進行

公眾諮詢而非「撤回方案」。過去一年多來，主流民意

均認為政府應堵塞任意辭職再補選的漏洞，這一主流

民意至今未變。要求政府就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進行

公開諮詢，也是至今未變的主流民意。

反對派所謂不應「堵塞」漏洞違港人福祉
特區政府提出的4個方案基本上都合憲合法，而「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則是不折不扣的違憲違法，但

是，反對派卻顛倒黑白污衊特區政府提出的諮詢文件

「違憲違法」。反對派聲稱，「公投」被濫用機會很微，

而且是推動民主重要一環，不應「堵塞」云云。這罔

顧最起碼的事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可看出，「公

投」在香港被濫用機會很高，去年公社兩黨已濫用補

選策動「五區公投」，浪費1.26億元公帑，並且反對派

已公開聲稱明年要在取得「超級區議員」議席後發動

「變相公投」，當局將要動用1億多元的公帑，開放500多

個票站，讓320多萬選民參與被反對派濫用的補選。非

法「公投」絕非是「推動民主重要一環」，耗費公帑之

餘，誤導市民，挑動對立，撕裂族群，分化社會，將

香港拖入無休無止的爭拗陷阱，導致內耗不斷，損害

香港民主健康發展，衝擊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最後受害的，是全體香港市民。反對派所謂不應「堵

塞」濫用補選漏洞，完全違反港人根本福祉。

「變相公投」才是不折不扣的違憲違法
去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投」，引起中央嚴

重關注。國務院港澳辦當時就發表聲明，指出「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所謂

『公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力。」「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任何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

所謂『公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不符，是

從根本上違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決定的。」

「五區公投」是一場違憲違法、挑戰中央、浪費公

帑、製造矛盾、分化社會的鬧劇。中央明確指出「五

區公投運動」違憲違法後，公社兩黨不但沒有改弦易

轍，反而變本加厲，提出所謂「全民起義」、「解放香

港」口號，危言聳聽的背後，是挑戰基本法和「一國

兩制」底線。非法「公投」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有

深遠的危害性，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都充分證明

了這一點。「公社黨」的「公投綁補選」，乃抄襲陳水

扁「公投綁大選」，與當年陳水扁藉推動「公投制憲」

搞「台獨」，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

的意圖是謀求「港獨」。「五區公投」只有17.1%的投

票率，創下回歸以來最低的投票率，市民清晰地向這

種浪費公帑和試圖篡奪中央公權力的行徑說「不」，並

要求政府堵塞有關法律漏洞。特區政府提出「填補立

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體現了市民希望政府採

取行動，這是政府建議修例的立法原意。

政府提出的諮詢文件合憲合法
明明是濫用補選策動「變相公投」違憲違法，但策

動「五區公投」的公民黨、社民連以及反對派學者，

卻顛倒黑白指堵塞濫用補選的漏洞是「違憲違法」。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

認為，特區政府提出的4個方案都有一定的法律理據，

並沒有明顯違反憲制的地方，而方案二，即當局提出

的遞補機制修

訂方案，已較原

方案有助於證明

為合憲，並認為同

名單遞補，更能符合

比例代表制的原則。

「辭職公投」剝奪市民選舉權
圍繞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出現的爭論，有些爭

論完全是正常的，有關爭論的技術安排問題完全可以

通過廣徵民意、凝聚共識來解決。但必須正視圍繞填

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出現的最大爭論，是為「公投」

翻案還是必須堵塞漏洞？這個爭論涉及維護「一國兩

制」還是要搞「港獨」，涉及維護港人福祉還是損害香

港繁榮穩定？是大是大非之爭。

反對派又顛倒黑白說，特區政府提出的4個方案都剝

奪了選民的選舉權利。事實上，是反對派議員搞「辭

職公投」剝奪了市民選舉權。立法會每屆4年，市民行

使選舉權選出代議士，其選舉權蘊含了授權給當選議

員履行4年職責。但是，有議員在市民行使了選舉權

後，突然搞「辭職公投」，並且同一名單上的候選人也

故意不遞補填補空缺，非要補選策動「公投」，辭職議

員與同一名單上的候選人不僅違反了對選民的承諾，

而且把選民委託議員為其工作4年的期望和權利都剝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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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撤出香港前，不准在歷史
課提鴉片戰爭。撤退時匆忙取消中
史課，以利回歸之後用通識課取代
中史課。今天香港要推行國情教
育，擴大自己的歷史和國際視野，
讓香港青少年知道中國的過去、今
天、將來的發展方向，知道自己是

一個中國公民，擁有悠久的中華文化，應努力推動
國家的進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對於青年人
對於國家都是有好處的。

壹傳媒為鴉片戰爭翻案
但是蝙蝠害怕陽光，殖民主義勢力害怕青少年知

道帝國主義欺侮中國的歷史後會立志做一個愛國
者，他們的奴化教育堤壩會崩潰。所以，香港最近
出現了「蜀犬吠日」的怪現象。他們全力反對國情
教育，攻擊說這是「政治洗腦」，他們過去從不提倡

德育，為了反對國情教育，他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
的轉變，說在學校裡面，道德教育比國情教育重要
一千倍，所以，不應該設國情教育課，應該改設品
德教育課，這可是挖空了心思。
壹傳媒作為外國勢力的文化僱傭兵，也加入了圍

剿國情教育的十字軍，提出「重新認識鴉片戰爭」
論，向青少年兜售奴隸主義的精神鴉片。最近一期
《壹週刊》大力吹捧為英國人洗脫鴉片戰爭罪行、為
鴉片戰爭翻案的書籍—《另一邊的故事》，大吹喇
叭，介紹給青少年閱讀。《壹週刊》肉麻地吹捧這
本書，稱此書「非常客觀」，這本書說「鴉片是好東
西」，「十八九世紀鴉片流行歐洲，不純粹是毒品，
而是一種藥物，能夠醫治傷風感冒、消化不良，專
治精神不振或性無能的中年男人病」。「中國醫學沒
有外科手術，也缺乏西洋的藥劑生化學，鴉片是春
藥，也是當時的保濟丸、十靈丹的百搭藥物」。「首
先，中國自己有強烈的市場需求」。「英國的渣甸洋

行，靠販賣鴉片到中國起家，這種貿易，與今日麥
當勞、可口可樂、萬寶路等一般的消費品出口，並
無二致」。「若說沉迷鴉片煙，可以令一個民族的精
神不振，即將罪責全推到英人身上」，「那麼今日中
國人沉迷唱Ｋ，暴喝茅台、紅酒」，「為何不發揮林
則徐精神，一併禁之」。接 ，《壹週刊》得出結
論：鴉片煙是好的鴉片，反而學習鴉片戰爭歷史提
倡愛國是壞的鴉片。

壹傳媒是殖民主義文化僱傭軍
《壹週刊》說，這說明了中國人學習中國歷史，

把鴉片戰爭當成是中國的國恥，要洗雪國恥是錯誤
的。《壹週刊》說，「鴉片戰爭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教育，令中國兒童自小就學習排外」，抗拒「普世價
值觀」，「這樣的民族主義，就變成了另一類的鴉
片」。文章作者更無恥地說，「鴉片戰爭是林則徐視
國際法和外交如無物」所造成的，這等於說，中國
虎門銷煙是大錯，英國人侵略中國，攻入北京，火
燒圓明園，中國政府割地賠款，簽署不平等條約是
完全有道理的。作者說，「中國有龐大而愚昧的市

場」，才「吸引了英國鴉片煙商」，這似乎只不過是
中國引人犯罪。
這說明了壹傳媒正是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僱傭軍，

站在殖民主義的立場辯護，歪曲歷史，顛倒黑白，
這些歪論還可以作為通識教育的材料，引導學生，
成為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奴隸，數典忘宗。

壹傳媒荼毒青年
英國人寫書，可以把英國人美化為救世主，誰叫

中國沒有先進的西洋醫學，所以英國人為中國人送
來「包治百病的鴉片」，中國人的後代應感恩戴德才
是。《壹週刊》則可以把鴉片說成無害有益。主僕
一唱一和，把港人當成三歲小孩耍弄。
今天全世界各國都立法禁止鴉片和鴉片提煉的海

洛英，壹傳媒公然推薦「鴉片是好東西」的謬論，
荼毒青年，挑戰香港的法律，而且他們還順道銷售
「普世價值觀」，反對愛國主義，這說明了壹傳媒什
麼最墮落的、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做出來。壹傳
媒是教壞學生的刊物，各位家長須小心你的孩子有
否沾上這種刊物。

鴉片怎麼成了好東西？ 蕭何

特區政府就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提出的4個諮詢方案，基本上合憲合法，而「五區

總辭，變相公投」則是不折不扣的違憲違法，但反對派卻顛倒黑白污衊特區政府提出的諮

詢文件「違憲違法」。這說明，圍繞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出現的最大爭論，是為非法

「公投」翻案還是必須堵塞漏洞？這個爭論涉及維護「一國兩制」還是要搞「港獨」，涉及

維護港人福祉還是損害香港繁榮穩定？是大是大非之爭。

是為「公投」翻案還是必須堵塞漏洞？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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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白鴿荃灣滑鐵盧
叛將揭懶理民生

年底區選成為

「 兵 家 必 爭 之

地」，反對派亦實行「化整為零」策

略，多個新成立的細政黨政團加入

「搶位戰」。早前脫離民主黨自立門戶

的「新民主同盟」就計劃派出約10名

成員參加區選，成員任啟邦更以周日

荃灣區議會福來選區補選為例，指出

民主黨候選人失去700多票，但同時工

聯會候選人卻增加600多票，質問結果

是否反映「票債票償」的效應開始發

生作用，亦因此擔心會影響反對派在

11月區議會選舉。該黨召集人陳竟明

更指，區選中選民仍較關注議員能否

為自己處理貼身的地區事務，顯然不

認同民主黨的「棄民生，重政治」的

區選策略。

楊志強

周日荃灣福
來選區補選結

果，成為最新鮮熱辣的政界熱
話。政界中人坦言，工聯會新
秀葛兆源能夠一舉攻陷民主黨
老巢，以2,086票對1,006票超過
一倍的得票取得「絕對性勝
利」，多少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其中的玄機確實值得辨析。

乏政績 醜聞不斷致命
政界中人說，雖然結果本身

體現源仔多年務實到位的地區
工作贏得街坊認同及支持，但
該區為民主黨的「傳統票
倉」，且原本的區議員是因病
去世而導致議席出缺，民主黨
理論上享有「同情優勢」，最
終卻慘敗收場，確實令人大跌
眼鏡。他指出，結果或多或少
顯示民主黨前總幹事陳家偉涉
嫌嫖妓的桃色醜聞在一定程度
上打擊了該黨形象，但恐怕更
要命的是民主黨刻意挑動政治
爭議，而漠視地區實績的選舉
伎倆，早被選民識破及厭棄。
民主黨在補選中慘遭滑鐵

盧，不但未能獲得反對派所謂
同道中人的同情，不少反對派

擁躉更一於落井下石，「踩多幾腳」。矢
言要在區選中狙擊民主黨的「人民力量」
表現尤其興奮，在網上討論區熱論選舉結
果，並指這是「對民主黨笫（第）一盞紅燈
亮起，以後還有無數的紅燈」。有網民則
坦言「心涼」，揶揄民主黨是「自取滅
亡」：「白鴿黨票債票償已開始」，有人
民力量憤青更直言：「無須刻意狙擊，他
們已經自己崩潰；『人民力量』唔浪費有
限資源而專打大佬 戰略相當正確」。

讚葛兆源地區實績致勝
網民hkdino則指勝出的源仔地區工作落

力，又點出區選更重地區實績：「唔好睇
小葛少（兆）源，呢幾年佢親自落手落腳
真係做唔少地區工作，區議會唔係太流於
意識形態，候選人有冇響地區工作做實事
非常重要」，引起其他網友熱烈回應。有
網民就指：「民煮（主）黨繼續用政治路
線，靠食『六四』/『七一』/華叔呢 老
本，來吸票而唔攪（搞）好地區，可以預
期佢地（ ）係想自殺；我樂於見到白鴒
（鴿）們被對手連環串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落井下石

做人道理

慘敗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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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半年經營，「新民主同盟」再吸
引多3名前民主黨黨員及2名市民加入，
陳竟明與一眾成員昨日與傳媒茶敘，聲
言當前急務就是年底的區選，現時「新
同盟」約有8至9名區議員，除個別成員
因工作問題考慮不再連任外，其他都會
積極部署，希望能夠成功連任。並透露
有3名前民主黨地區幹事亦準備參選，
「大隊」約於8月初訂立選舉政綱，到9
月會員大會確定名單，9月底就會誓師
及報名參選。

新同盟指政治太濫不可行
陳竟明又相信區選後的反對派政治版

圖將有所改變，故現時毋須就明年立法
會地區直選及「超級區議員」選舉作決
定，留待區選完結後再討論。他並不點
名批評民主黨的「區選泛政治化」策略
不可行，指出今屆區選雖與「超級區議
員」拉上關係，但未必就此改變區議會
的政治生態，最多只會影響某些重量級
政治人物出選的選區，相信選民仍關注
議員能否為自己處理貼身的地區事務，

因此候選人親身落區服務很重要。
周日荃灣福來選區補選，民主黨慘遭

滑鐵盧，由初試啼聲的工聯會新秀葛兆
源以多逾千票取得壓倒性勝利。任啟邦
就不忘打「落水狗」，指結果是否反映
民主黨在政改一役中流失了大批支持者
值得深思，但又指勝負非單一的因素，
如部署時間長短，及候選人在區內服務
時間多寡等亦有直接影響，並聲稱希望
民主黨能夠把握時間向選民解釋清楚他
們支持政改的背後理由：「否則就令人
擔心會重複今次補選的教訓囉！」

批舊日大佬不理地區死活
對於「新民主同盟」自立門戶失去龐

大政黨支持會否影響選舉結果，任啟邦
就趁機大呻，指向來都是在地區內自己
打拚，早已嚐盡苦頭，並無甚麼「大樹
好遮蔭」的情況發生：「反而在行雷閃
電的環境下，更加不會留在大樹底
下」。他又指，未來會繼續狙擊遞補機
制，並於9月區議會休會前在區議會提
出，就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出席

區議會諮詢議員的意見，藉以考驗區議
會主席及建制派議員有沒有膽量在選舉
期間「逆」民意而行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葉太講故教小朋友同情心

■葉太昨現
身書展講故
事，教小朋
友要有同情
心。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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