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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協助外傭爭居港權的司法
覆核案件今日開審，在網上發起遊
行的「愛護香港力量」，獲得市民
響應，昨日下午在維園集會，準備
到北角公民黨總部請願，反對外傭
有居港權。但一批支持外傭有居權
的示威者進行衝擊，雙方出現口
角，警方設法把兩方隔開，後來警

方擺出鐵馬，挺外傭的青年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
將多人制服，共拘捕15男4女，年齡17至42歲。他們
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其後「愛護香
港力量」的支持者增至300多人，他們和平遊行到位
於北角的公民黨總部，批評公民黨的大律師協助外
傭入稟法庭。

來頭和背景值得質疑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引起港人反感，本港多個

組織和團體收集市民簽名，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
市民簽名踴躍。有組織呼籲，「反對外傭擁有居港
權，港人團結一致，保衛家園」。這反映港人擔憂一
旦外傭有香港居留權，而直系親屬亦可能申請來
港，將會出現與本港居民「爭學校、輪公屋、逼醫
院」等情況。在網上發起遊行的「愛護香港力量」，
之所以獲得廣大市民認同和響應，正反映了本港的
主流民意。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港權已煽動起外傭對特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的不滿，在港人和外傭之間製造了矛盾
和衝突，嚴重影響本港的社會和諧。在公民黨的誤

導和煽動下，外傭組織上街遊行示威，手持「我們
是工人，我們不是奴隸」及「給所有在香港的人公
平權利」等橫額，抗議香港社會反對外傭爭居港
權。昨日挺外傭的青年以暴力衝擊他人理性和平集
會，繼外傭組織之後，又在香港社會製造矛盾和衝
突，其來頭和背景值得質疑。

公民黨及社民連把年輕人推向異端
香港的示威遊行向來都是和平進行，鮮有衝突和

暴力。近年來集會遊行之所以出現衝突和暴力，公
民黨及社民連為了政治目的，利用年輕人作為棋
子，不斷煽動使用暴力是一個重要原因。公民黨及
社民連把年輕人推向異端，對社會無益，對民主無
助。事實表明，公民黨及社民連唆擺激進年輕人，
衝擊和打壓不同意見，以確立政壇勢力，是對年輕
人的嚴重誤導和荼毒。

公民黨在反高鐵運動中，利用其外圍組織煽動村

民不遷不拆，更提出令專業界蒙羞的「錦上路」方
案。雖然被業界批得不值一文，但不管如何，倒也
吸納了一批激進年輕人，以衝突和暴力為公民黨的
反高鐵運動鳴鑼開道。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挺外傭
的青年以衝突和暴力打壓抗議公民黨助外傭爭居港
權的集會遊行，其幕後黑手是誰？

香港的主流價值，是理性、持平、溫和、自由
及進步。港人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昨
日以暴力衝擊他人理性和平集會遊行的一批年輕
人，應該受到社會譴責。法國啟蒙主義者伏爾泰
很有名的一句話：「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
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這句話為民
主劃定一個界限，啟發人們更深入地思考民主的
價值，為人們描述了理想中的民主社會公民實現
自己話語權的自然狀態。看來，昨日以暴力衝擊
他人理性和平集會遊行的一批年輕人，應接受民
主的啟蒙教育。

以暴力衝擊他人和平集會應受譴責 柳頤衡

■責任編輯：謝孟宜

香港目前面臨的危機與2003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後遺症肆虐造成的低迷不遑多讓，因美債、歐債危機
引發的環球經濟不穩定，香港因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
體，加上港元與美元掛 而受害甚深。美元貶值壓力
使港人對外的購買力減少，人民幣的升值又透過糧食
等必需品為香港帶來「輸入型通脹」。預期美國極可
能再推出QE3(Quantitative Easing3，第三階段量化寬鬆
政策)，當美國「大印其鈔」的時候，香港將面臨更大
壓力。若情況持續，香港的未來將會一年不如一年。

36條「惠港措施」猶如及時雨
李克強副總理選擇在這一時機訪港，並及時帶來中

央的36條「惠港措施」，猶如一場及時雨，使香港社
會服下一顆定心丸，市民應會感覺到香港在中央的強
大後盾支持下，香港社會可面對外來經濟不穩定所帶
來的挑戰。由此可見香港在中央政府心中具有極高的
地位，因為2003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遺症也好，今日

的美歐債務危機也好，中央都及時為香港帶來充足的
政策支持。

過去幾年，粵港之間的「龍頭之爭」糾纏不清，對
珠三角亟待推進的一體化進程產生不利影響，粵港一
些產業和基建設施爭相上馬，機場、碼頭等出現重複
建設，兩地產業也缺乏協調發展。隨 國家發改委提
出「大珠三角」概念，將香港、澳門納入「大珠三角」
範疇，這場「龍頭之爭」變得愈發微妙。俗話說，鳥
無頭不飛。區域的發展，也必須有一個「龍頭」，因
為在區域經濟合作中，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至關重
要。

香港「龍頭」地位提升區域競爭力
李克強副總理此次一錘定音，明言在未來的粵港澳

發展中將以香港為「龍頭」，這正正說明香港受到中
央政府的特殊愛護。粵港澳經濟規模已居世界都市圈
前列，香港的「龍頭」地位能夠在提升區域整體競爭

力方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從世界都市圈的形成與發
展來看，紐約、東京、倫敦、巴黎都市圈都是伴隨
城市化而出現的，發展歷程各具特色，但在其形成和
演進過程中，都經歷了「核心城市壯大」、「單核心
都市圈建成」、「多核心都市圈域合作發展」、「大都
市圈協調發展」四個階段，顯示了由小到大，由中心
到外圍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成為都市圈發展的一般
規律。以香港為「龍頭」的粵港澳都市圈，將強化圈
內城市職能分工和一體化發展，圈內各城市通過密切
的社會經濟聯繫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在與外界不斷進
行能量交換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自身結構的調整優化
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並創造出更多的發展機會，
使粵港澳都市圈在國家和世界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香港社會應認清自己的優勢，才可以在政策優
惠下真正成為未來區域發展的「龍頭」。

確認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意義重大
去年3月，國務院批准至2020年將上海建設成為國

際金融中心，這項計劃在香港引發某些擔憂：香港的
地位有朝一日是否會被上海取代？香港是否面臨 被
邊緣化的威脅？「十二五」規劃明確表示支持進一步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社會上述
擔憂有所緩解。李克強副總理此次進一步強調，支持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
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令香港是否會被上海取代和
是否面臨 被邊緣化的擔憂進一步紓解。香港作為離
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獲確認，不僅給香港金融市場注
入強大增長動力，而且配合國家資本帳逐步開放和人

民幣逐步面向國際的政策。在國
際戰略的層面，香港作為離岸人民
幣中心的地位獲確認，有助推動人民幣

「走出去」，令中國在國際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國
際金融上反映出來。香港同時作為國家「國內」和

「境外」的金融中心，正好擔當緩衝，化解人民幣在
「走出去」過程所遇到的困難，發揮「試驗場」的角
色，為國家金融戰略部署提供重要支持。

「吃不完的蛋糕」
是次「惠港措施」中，宣布擴大CEPA受惠面，在

「十二五」末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全面
向香港服務業開放巿場。這有利於扭轉香港服務業進
入內地遇到的「大門開啟，小門未開」的困局，對香
港是一個極大的商機，是一個「吃不完的蛋糕」。目
前內地經濟總量雖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服務業發展相
對滯後。未來五年內地服務業的大發展，將為兩地服
務業合作提供廣闊舞台。深化服務業合作，不僅有利
於內地和香港的共同發展，打造新的增長點，而且能
夠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在區域和全球競爭中贏得市
場，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特首曾蔭權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表示，中央
支持香港的新措施是「好雨知時節」，有「雙贏」效
果，除了提升香港地位，亦能推動國家發展。廣大市
民希望本屆特區政府「站好最後一班崗」，以高效
率、高水準的施政， 手落實中央宣布的措施，務求
盡快發揮這些措施的效用，推動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取
得突破，創造利國利港雙贏局面。

落實中央惠港措施 創造利國利港雙贏
李克強副總理17日在港宣布36條「惠港措施」，

遍及經貿、金融、民生社會、旅遊業、粵港澳合作

等。中央再度於香港面對外圍經濟波動衝擊之時推

出系列「惠港措施」，如同向香港市民派了一顆「定

心丸」一樣，相信香港社會將更有信心走出目前由

美債、歐債所引發的經濟困境。廣大市民希望本屆特區政府「站好最後一班崗」，以高效

率、高水準的施政， 手落實中央宣布的措施，務求盡快發揮這些措施的效用，推動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取得突破，創造利國利港的雙贏局面。

懶理長命梯濕滑
黃啟明「跣」長者

李卓人轉 戰區選
鋪路爭超級議席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趨嚴重，部

分於60、70年代興建的「老屋 」

設施既追不上時代的發展，連為長者而設的配套

設施亦付之厥如，很多長者只能依賴區議員反映

意見。不過，有居於花園大廈的長者投訴，指區

內長者曾多次向當區的民主黨區議員黃啟明提出

訴求，指很多長者在使用兩條分別連接畫眉樓及

燕子樓的樓梯時，一遇天雨即頻頻滑倒，故要求

他代為向當局要求加建上蓋，但黃啟明漠視居民

訴求，反稱對方可考慮搬走，居民紛批評黃啟明

拒絕履行職責，「冇鬼用」。黃則在回覆查詢時聲

言自己有「積極爭取」，但就被踢爆

有講大話之嫌。

只做「門面工夫」居民「自求多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接獲花園大廈的居民投訴，批評當

區的民主黨區議員黃啟明漠視民意民情，只做「門面
工夫」，對他們要求在兩條日常出入的樓梯加建上蓋
的訴求置諸不理，迫使區內一眾長者只得「自求多
福」，自行收集簽名，要求房協為樓梯加建上蓋。

81歲陳伯行「長命梯」常跌倒
記者到花園大廈視察，多名長者均表達了「在有生

之年」可以看到上蓋「興建有期」的希望，包括在46
年開始在畫眉樓地下居住的陳伯(陳斯健)，他今年已
經81歲，而每次上街都要經過70級的「長命梯」，坦
言香港天氣驟雨驟晴，老人家每逢天氣炎熱及下雨
天，不是手把過熱無法借力，就是樓梯過滑經常失重
心跌倒：「我都跌過幾次，每次無人發現，我真係怕
死 都無人知！」

陳伯並狠批當區區議員黃啟明一直無視他們的聲
音，沒有履行建設社區的責任，要求黃啟明還長者一
個交代：「我們升降機都不敢要求，上蓋真係非常重
要。如果佢(黃啟明)爭取失敗，我 都唔會怪佢，但

佢依家明明見住老人家撻晒 度都無行動，連出聲爭
取都無勇氣！」

居民許太亦指，自己今年已經跌倒兩次，現在「腰
骨都未好返」，大嘆「手尾長」。

花園大廈關愛社主席黃先生，在當區居住40幾年，
是最早入伙的長者之一。他坦言，自己多年來都聽到
街坊的訴求。關愛社總幹事金堅則指，畫眉樓及燕子
樓的兩條樓梯，使用者都以長者為主，受影響的長者
多達600多個，關愛社有見長者滑倒情況加劇，遂去
信房協代居民提出要求，但未有回應。

無了期等待「選你出來做咩？」
有居住在燕子樓的83歲長者指，自己78年開始在花

園大廈居住，但生活情況越來越差，最大問題是當區
的區議員(黃啟明)又「斬腳趾避沙蟲」，長者有心無力
有苦自己知：「黃啟明真係令人好反感，你向佢提出
問題，佢反而叫你搬走，做事明哲保身要緊，老人家
知難解決，但都想你畀個明確答案，唔好要長者無了
期等待 ！好多時是事在人為，唔係選你出來做咩？」

黃啟明最初在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聲言，自
己在03年至07年間，每年與香港房屋協會代表開會

時，均有以書面提出加建上蓋及反映樓梯過斜的問
題，並稱房協是以「用盡地積比例」為由拒絕加建上
蓋。

死撐有爭取 遭房協踢爆
不過，當記者向房協查詢「過去10年曾否有區議員

要求為畫眉樓及燕子樓的樓梯加建上蓋」時，房協
證實，他們與有關的屋 辦事處、互助委員會和當
區區議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屋 管理問題，但
並沒有人提出過要求在畫眉樓及燕子樓的樓梯加建
上蓋。

匆匆掛線 懶答記者查詢
其後，黃啟明在得知房協承認過去並無接獲有區議

員提出加建上蓋的要求時，就揚言：「房協梗係咁
講！」他又稱，自己可以找紀錄對證，但當香港文匯
報記者要求黃啟明提供紀錄時，黃啟明則辯稱「有排
搵」，又急改口風，聲言自己有見興建上蓋的問題並
無緊切性，故「未必有表達強烈要求」，隨後更以自
己正在借用別人電話、不便詳談為由匆匆掛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名無實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惹
來反對派各大小政團的垂

涎，就連一直矢言反對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
職工盟李卓人態度亦突變，表明會出戰年底區
選，政界中人一致認為一向懶做地區工作的李
卓人突然決定參加區選，目的並非本 服務地
區之心，只是為「超級區議會」議席鋪路。

職工盟昨日傍晚召開會員大會，通過派出3
名會員參加11月區議會選舉。據了解，李卓
人將會出選元朗富思區，其餘兩名參選人，
強國偉出選元朗悅恩選區，吳惠靈就在沙田
廣康選區。

李卓人在記者會上聲稱，自己是一個月前
才決定參加區選，故未被列入最初的協調名
單內，現時需要商討。至於此舉是否為超級
區議會鋪路及一直反對功能界別的職工盟是
否立場有變，李卓人均未有正面回應，只一
再表示職工盟本反對新增功能界別：「這個
歷史傷口需要處理，暫時還未有任何決定」，
又指工黨還在籌組當中，故未有任何決定：

「到時可能受制很多因素，最後不派員參選都
未定。」但他亦不忘留有「餘地」，指自己今
次出選只為日後部署提供多一個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花園大廈
居民指民主
黨區議員黃
啟明漠視民
情 ， 只 做
「門面工夫」，
對他們要求
在兩條日常
出入的樓梯
加建上蓋的
訴求置諸不
理。圖為連
接畫眉樓的
「長命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攝

■街坊無了期等待樓梯上蓋加建，痛罵黃啟明
「選你出來做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自打耳光

議論紛紛

行到氣咳

漠視民意

■長者們每次上街都要經過70級的「長命梯」，遇
上天氣炎熱，肯定難捱。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