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上周三「霸佔」通往灣仔
政府大樓的行人天橋宣傳反遞補機

制，導致天橋行人「大塞車」而險象環生，被大批
市民狠批自私。不過，他們並未汲取教訓，昨日聯
同其他反對派政黨在中環舉行相同行動，再被市民
直指「虛偽」，批評他們是在借爭取補選權作為藉
口，其實只是想爭取所謂的「公投權」，惟反對派
對市民的意見繼續充耳不聞。
公民黨及民主黨等反對派政黨，昨日趁午飯時間，

在中環繁忙街道上舉行街頭活動，聲言反對立法會議

席空缺遞補機制，但就被路過市民狠批虛偽。
一名女士在該批反對派議員嗌咪期間，走到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袋巾梁)面前，直言一個城市是沒有所
謂「公投權」的：「我對你們所做的事情相當反
感！」在場的公民黨職員立刻上前，試圖阻攔對方
表達意見，該名女士無奈嘆道：「這是民意，你們
不用驚民意！你們不如直接講話要『公投權』，講
清楚每3個月或半年就要來一次『公投』，不要打㠥
『補選』的旗號，說自己是在爭取『補選權』，咁樣
好虛偽！」不過，在場的反對派議員對「不順耳」
的民意，即時「借㜴聾耳陳隻耳」，既無回應亦拒
絕「認錯」，只是「扮聽唔到」，繼續嗌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期望《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
本人期望，曾特首在任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能對推動國民

教育有更多實質性的措施，包括進一步落實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

以及提出前瞻性的措施。

1.進一步落實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

曾特首2010-11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國民教育是政府的既定

方針。政府會與公民教育委員會、區議會、社區團體、國民教育團體和

青年團體加強合作。我們會推動更多交流、考察，以及義工活動，讓香

港市民，尤其年輕一代，深入認識國情，加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體會

兩地同根同心、血脈相連。」本人希望，今年《施政報告》制定相應的

政策和獎勵措施，把支持青年團體開展兩岸四地青少年交流活動作為民

政事務局的經常性工作，並考慮設立特區政府名下專項的「香港青少年

兩岸四地交流基金」。由於目前香港一些民間青年團體，同人皆是義工，

資金全靠同人捐贈，資源有限，但仍然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兩岸四地

青少年交流活動。若這些民間青年社團能得到民政事務局的經常性協

助，以及能申請政府專項基金開展工作，成效將更加顯著。

目前，鼓勵和資助青少年交流活動的基金比較分散，例如：公民教育

活動資助計劃預留部分資源，撥款資助包括國民教育在內的活動 ，而

2011至2012年，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54個項目中，有部分活動批予

青年團體；關愛基金資助全港24萬名清貧學生境外遊學；青年內地考察

團資助計劃，除了青年事務委員會的資助外，是項計劃的撥款亦獲華人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的慈善捐款資助；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與數碼通成立

的SmarTone-Vadafone AYP國際交流活動基金，資助有需要的學生到外國做

義工服務或國際交流，等等。由於這些基金比較分散，發揮的作用未盡

理想，建議《施政報告》設立特區政府名下專項的「香港青少年兩岸四地

交流基金」，該基金可由特區政府撥出一定數量的款項，後續資金主要向

社會募捐。香港不同青年組織和團體開展兩岸四地青少年交流活動，可

立項向該基金申請資助，經過基金董事會評核和批准有關立項和資助。

2.希望《施政報告》重新將中史科列為必修科。

本國歷史教科書是國民教育的主要媒介，世界各國都普遍重視本國歷

史教科書的編寫，不論歷史悠久還是短暫，政治制度和國體如何，幾乎

每一個現代國家的本國歷史教科書，都把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

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教育局早年已將中史科從初中必修科中剔

除，造成國民教育被邊緣化的狀態。特區政府不應一方面積極推動國民

教育，另一方面卻對國史教育被邊緣化無動於衷。希望《施政報告》重

新將中史科列為必修科。

二、期望《施政報告》提出幫助青年就業的措施
香港青年就業難，是香港就業問題中最難解決的問題，期望《施政報

告》提出幫助包括大學畢業生和低學歷青年就業的措施。

1.建議關愛基金資助低學歷青年彈性的進修課程。

幫助低學歷青年求職，應資助他們選擇彈性上課的進修課程。低學歷

青年由於負擔不起學費及工時不穩定，缺乏進修機會。若社會不能提供

機會及支援低學歷青年進修、再發展，他們就不能發展事業階梯，導致

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幫助低學歷青年求職，希望《施政報告》建議讓關

愛基金撥款開辦可彈性上課的進修課程，幫助工作時間不穩定的低學歷

青年進修。這些課程應該比傳統文法中學的課程更切合社會需要，具備

適切知識與技能，即是所謂的「可聘用性」，例如會計學、零售市場營

銷、酒店款待、媒體藝術、視覺傳訊、形象設計、公共服務管理、流動

應用技術等。

2.希望《施政報告》檢討及修

訂毅進課程。

希望《施政報告》檢討及修訂毅

進課程，提高認受性。毅進計劃推行

至今已有10年，每年毅進課程均吸引大

批未能升讀中六的會考生報讀。會考生完成毅

進課程後，可獲中、英在內5科及格資格，課程內容以中、英、數等學術

單元為主，對於學生提升就業能力沒有幫助，加上繼續升學的費用高

昂，學生或因此陷入失業困境。教育局資料顯示，2007及08年近萬名畢

業毅進學生，畢業後無再進修及無工作的「雙失率」高達13%。毅進課程

以學術為主，職業培訓內容不足，令部分畢業生求職感到吃力，當局應

在課程中加強求職就業的元素。

3.希望《施政報告》提出新產業措施，幫助包括大學畢業生和低學歷青

年就業。

目前香港不僅低學歷青年就業難，就是大學畢業生也面臨就業難的問

題，因此有「畢業即失業」的說法，原因是香港產業單一化，未能為青

年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渠道。政府應推動發展新產業，刺激就業，才能解

決香港青年就業問題。政府雖矢言在四大支柱以外發展六項優勢產業，

但問題實質是政府應該對有關產業作出承擔。目前香港市場上大部分有

實力的大型企業都只是以地產或發展內地市場為主，但香港最重要的是

發展新產業，為青年創造就業，而不是只為精英銀行家創造財富。在幫

助大學畢業生就業方面，希望《施政報告》提出發展新產業的長遠規劃

措施，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生物和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在

幫助低學歷青年就業方面，希望《施政報告》提出勞動力密集型的新產

業措施，包括節能環保業、新興製造業等。解決青年就業問題，新產業

應由政府主導，例如韓國與新加坡，就由政府主導發展新產業，為青年

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這是近年世界發展的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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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資深青年工作者，本人對《施政報告》提供的意

見集中在與青年有關的兩個方面：一是期望《施政報告》提

出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二是期望《施政報告》提出幫助包

括大學畢業生和低學歷青年就業的措施。

對《施政報告》的期望和建議

■責任編輯：袁偉榮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公民黨七國咁亂
「選特首」無共識

民主黨前日舉行會員大會，以大比
數通過將參與明年的特首選舉，並將
今次選舉定位為「展示理念的抗爭運
動」。民主黨並拋出「初選」的具體
方案，建議在一月發動民間投票，在
全港設三百至五百個街站，讓市民選
出反對派的代表出戰。對於民主黨的

初選方案，已經磨拳擦掌的公民黨大表質疑，而早
前也表示有意出選的民協馮檢基則擔心民主黨方案
「畀人笑」。一時之間，反對派好像都為參選各不相

讓，甚至互相揶揄，對於一場連參選門檻都未必取
得足夠票的選舉，反對派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
情，究竟玄機何在？
顯然，反對派也知道在特首選舉上是沒戲可唱，

但卻爭奪反對派代表之位，是項莊舞劍，意在沛
公，利用特首選舉為之後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造
勢。對反對派而言，只要宣布有意參選特首，對拉
抬聲望有立竿見影之效，將來也可以前特首參選人
的身份對政事指手劃腳。梁家傑能夠成為公民黨黨
魁，也是拜當年與曾蔭權競爭，令他佔據了幾個月

傳媒焦點所致。所以，公民黨食髓知味，早已宣布
再派人參選，而民主黨上屆已經失機，這次自然要
全力爭逐，甚至連馮檢基也要分一杯羹，正是看準
參選後那幾個月的免費宣傳。
同時，反對派也可藉㠥派出疑似特首候選人，

在選舉上製造所謂「風車效應」，意思是由一個或
多個高人氣高民望的候選人做核心，帶動整個黨
派的選舉聲勢及宣傳。現在反對派至少有三個政
黨表示會參選，等於是在未來選戰上搭建了多個
宣傳的風車，隨㠥三人爭奪出選，互相發表政
綱，令候選人曝光急升，對三黨未來的選戰肯定有
利。
就算是一些不支持參選的政黨如社民連等，同樣

也可得利。原因是這次特首選舉，也是反對派一場

劃分政治光譜的操作，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激
進派通過不斷狙擊民主黨、民協參選，將令反對派
各黨派的定位更加明確，建立各自的選舉話語權，
民主黨、公民黨參選是為了「展示理念」，社民連、
「人民力量」狙擊是要展示抗爭立場，其他黨派各自
歸邊，選民對號入座，結果大家都有利。所謂的狙
擊說儼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但同
樣都各取其需，各自鞏固了自身的基本盤。
還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看得通透，直指民主黨參

與亦「無乜所謂」，但暗指對方此舉是為明年立法會
選舉造勢：「可能是想利用平台唱戲，增加收視
率」。民主黨上屆沒有利用這個平台，這次整個反對
派高度配合用得淋漓盡致，反對派爭打特首選戰，
圖的只是區選及立法會選舉而已。　

反對派爭選特首玄機何在？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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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特首選舉
的話題可謂無日

無之。正考慮是否參選特首的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再被問及特
首選舉時說，任何人都可在每一
個小節上講一番說話，「可能講
得好動聽」，但強調最終只有現屆
政府才能去推動有關政策，「如
果我真的要參選，我會㟊成套政
綱出來，不希望點點滴滴，看不
到全盤計劃」。

張震遠撐CY  否認助選
市建局主席張震遠昨日在一公

開活動上稱，他個人認為，梁振
英（CY）是合適人選，指自己自
土發公司年代，已經與梁振英相
識，又認為對方在香港須優先處
理的問題上，包括房屋、貧富懸
殊及長者福利等提出了有用的意
見，而他亦認同這些見解，又建
議其他「疑似特首候選人」，應盡
快表明對相關問題的看法，讓公
眾了解。
不過，他強調，自己從未與梁

振英就是否參選特首的問題有任
何討論或交流，至今亦未有人徵
詢他是否願意為特首參選人進行
助選。
范太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

出，誰人適合做特首，每個人都
可以有自己的見解，她毋須多作
評論，但問題是到今時今日並無
人清晰地講要參選，並稱任何人
覺得哪一位很適合擔任特首，都
絕對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又坦
言「別人不講並不表示其他人心
中無底」。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網誌

中直言，非常感謝張震遠的支
持，表明自己將繼續努力，不斷
努力為香港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謝雅寶

反「公投」市民噴袋巾一面屁

參選條件

直斥其非

有公民黨核心人士透露，反對派就特首選舉問題聚
了兩次頭，仍停留在討論民主黨提出的初選機制上，
並未觸及到議題部分。不過，自民主黨宣布特首選舉
意向後，公民黨前任及現任黨魁不約而同地大潑冷
水，現任黨魁梁家傑更聲言初選可能「傷感情」，又稱
未來反對派還有多場選戰需要應付，質疑是否有必要
再花龐大的資源搞初選，又聲言人選是「其次」，最重
要是定下議題，只要反對派願意擁抱「以特權反特權」
的目標，公民黨會盡力投入有關運動云。
梁家傑更要求先定「議題」，聲稱暑假快將結束，必

須盡快訂立議題，再游說有志之士「不懼壓力」地參
加特首選委會選舉：「如果甚麼都沒有，又如何游說
人參選呢？」至於人選方面，他則說，汲取07年的經
驗，屆時自然會水到渠成云。

梁家傑接班壓唔住場
有反對派人士坦言，公民黨內部「七國咁亂」，以前

余若薇擔任黨魁、關信基任黨主席時，還可以「壓得

住陣」，梁家傑接手後，莫說「壓陣乏力」，就連與其
他執委亦不咬弦，加上新任黨主席陳家洛大搞小圈
子，故黨內很多人對梁家傑都是「口服心不服」。

黎廣德倘得勢添變數
他說：「以前港島區由余若薇話事，現在她唔想

理，陳淑莊又理唔掂，位置就畀黎廣德霸㜴，其實好
多選舉事宜都俾黎廣德霸住，他才是幕後㝍搞事者，
黎又與公共專業聯盟眉來眼去，聯盟卻非公民黨附屬
組織，唔受控制，令派系鬥爭更形白熱化。再有湯家
驊及毛孟靜等黨內離心分子，新東、九西兩區早已唔
聽黨中央支笛。」
該名反對派人士形容，目前公民黨內可謂各自「埋

堆」，「各有盤算」，對特首選舉根本沒有任何共識：
「民主黨早已表明今次絕對不會再畀票公民黨，余若薇
眼見㟊特首入場券無望，便認為唔使派重量級黨員參
加初選，讓民主黨㟊次威，但黨內就有另一股強烈聲
音強調不應為民主黨抬轎。」

不過，論選舉議席，決定於「牙力」，有公民黨人認
為現階段下結論是言之過早：「如果黎廣德及其一伙
能夠贏出區選㝍話，他便有叫價能力，包括參加『超
級區議會』選舉，或者特首初選，反之就再作別論。
政治一日也太長，變數咁多，還是睇定㝅。」

白鴿急推鐵頭仁去馬
另外，儘管初選機制還屬構思階段，但民主黨黨員

已經開始拉票，該黨議員涂謹申昨出席電台節目錄
影，被問及誰是他心目中的「特首人選」時，阿涂就
斷然答道：「當然係（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出
席同一節目的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就拒絕評論，聲言自
己贊同梁家傑的說法。看來，這場「反對派龍頭棍」
之爭，未來會越來越精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終就參加特首選舉拍板「去馬」，更提出「iPad」投票機制，

但被公民黨大潑冷水，批評「初選」機制投資太多，會影響區議會及

立法會的選戰。有反對派人士私下透露，公民黨的資源論只是藉口，更重要的是其內部「七

國咁亂」，不同派系各自為政，「自己都不知自己想怎樣」，故對是否派員參加初選、派出哪

人參加，以及選擇何種方式參與今場特首選舉等，都未有定案，仍存變數。不過，可以肯定

的一點是，公民黨內有強烈的聲音認為不應該為民主黨「抬轎」，讓民主黨「獨自去㟊彩」，

實行「有水齊齊抽」。

內部分歧

■范太表
示，若參
選特首會
提出全盤
政綱。

■民主黨要以iPad舉行反對派初選，公民黨則傾力
反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反對派舉
行反對遞補
機制活動，
卻選擇性地
聽取民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