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明星鎩羽 地區工作是關鍵
今屆區議會選舉一個特點，就是吸引不少政治明星

踴躍參選，其中以反對派最為積極，過去從無參選過

區議會的李卓人、湯家驊等都空降參選；雙料議員如

李永達、陳淑莊等也參選求連任；一些政黨明星也下

水出戰，如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公民黨副主席黎廣

德等，令到這屆區選成為近年最星光熠熠的一屆，外

界也認為靠這些政治明星的知名度及政黨效應，有機

會取得議席。但結果卻出乎預料，多位政治明星都鬥

不過扎根地區多年的對手，湯家驊出選沙田第一城竟

以1,500票大敗；李卓人從政多年，最終敗給一名工聯

會新秀，李永達、陳淑莊也連任失敗。其他如單仲

偕、黎廣德有一定知名度及得到政黨力撐的人也未能

倖免。過去政治明星在區選大熱倒灶也不鮮見，但少

有如這次般大批政治明星同告敗陣，難免令不少人感

到意外。

綜觀這些焦點選區的選情，與這些反對派明星對壘

的候選人，知名度都不算特別高，但共通點就是扎根

地區多年，在區內有政績，工作扎扎實實，如在沙田

第一城大勝湯家驊的黃嘉榮，外界未必都認識他，但

他在區內服務多年，就算湯家驊挾立法會議員身份空

降，依然被打得大敗；又如與李卓人對戰的工聯會劉

桂容，雖然是第一次參選，但憑 地區工作成績最終

還是打敗了「巨人」；再如李永達、陳淑莊等都是區

議會與立法會的雙料議員，更擁有現任的優勢，但同

樣被名不經傳的對手拉下馬，當中的勝負關鍵正是在

於地區工作的表現，是否真心為市民做實事，這才是

區選的最大法寶。

政治牌在區選作用不大
相反，反對派明星儘管擁有極高知名度，有立法會

議員的優勢，但以選立法會的方式去參選區議會，大

做宣傳，大打政治牌，找其他立法會議員站台，提出

的政綱大多與區政民生無關，在區內不斷製造政治議

題，這樣的選戰工程在動輒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的立

法會議席，可能會奏效，但放在萬多人的小選區內，

卻難以得到市民支持。因為市民都知道，現在選的是

區議員而不是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就是要甘於做瑣碎

小事，服務當區居民。所以，在區選中取得議席沒有

其他辦法，就是服務勝過對手，比對手做得更好，以

政績去爭取選民。對於這些向來不屑做地區工作的反

對派明星而言，自然是毫無優勢。尤其是一些雖然名

氣不足，但勤力有餘的候選人，一星期7日幾乎都在

地區服務市民，積聚了大批忠實的支持者，就算對方

是什麼明星也不怕。反對派的政治明星沒有遵從區議

會的規律做事，沒有為市民服務的承諾及熱誠，大敗

是情理之中。

這次區選對於各黨都是一個警示：為市民多做實事

才是取勝之道。然而，公民黨黨魁仍然「死不悔

改」，說是遭到別人抹黑，對於外界指出公民黨地區

工作乏善可陳，梁家傑更指專業人士在無法成為執政

黨下，根本無法「扎根地區」，「我都想街坊有問

題，梗有公民黨 左近，但是你要當 律師及工程

師，每日10小時專注社區是好困難」。梁家傑的說法

正暴露其精英心態，對於地區工作萬般不屑。既然公

民黨如此精英，又何必參選區議會「大材小用」呢？

既要參選又不做事，選輸了又歸咎市民要求太高，這

又是怎樣的心態？最可笑是，他說沒有執政黨所以無

法「扎根地區」，其實兩者根本毫無關係，能否扎根

社區看的是政黨是否重視市民的切身利益及聲音，是

否真心為民，與什麼執政黨沒有關係，這些推諉之詞

說明公民黨到現在都沒有反省之意，這樣的政黨是不

可能在區選取得佳績的。

主流社會排斥激進路線
更要指出的是，在選前爆發出港珠澳大橋的司法

覆核及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公民黨竟然利用司法

手段去阻礙本港大型基建，浪費了數十億元的公

帑；為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取得居港權大開中門，嚴

重損害市民利益。兩宗官司暴露了公民黨司法禍港

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們激進的本來面目，職工盟公

開支持公民黨的激進行動，同樣受到市民的抨擊。

湯家驊、陳淑莊、黎廣德、李卓人的落敗，都與此

有關。

當然，談到激進路線自然不能少了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兩黨在這次區選中也是全線

崩潰，社民連派28人參選無一倖免，現任4個議席全

失，「人民力量」派出62人參選，只保留到一個議

席，絕大部分候選人都是低票落選，包括立法會議員

陳偉業。激進反對派大敗固然與疏於地區工作有關，

但更顯示市民對於激進路線的不滿。最明顯就是在灣

仔樂活選區，社民連的麥國風是現任區議員，但面對

打 「反暴力」旗幟的白韻 竟然大敗。如果單論地

區工作，白韻 未必能穩勝，正是她打出「反暴力」

的主題爭取到市民的認同，得到市民共鳴，事後連麥

國風也承認是因為社民連激進路線致敗。又如，陶君

行盤踞竹園多年，最終也被一名新人擊敗，原因正是

他代表了社民連的激進路線。

近年本港的激進暴力歪風有所蔓延，當中很大程

度在於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的煽動與推波助瀾，

市民對於激進反對派的行徑早已大為不滿，但缺乏

表達渠道，現在兩黨大舉參與區選意圖渾水摸魚，

實際上卻給市民提供了一個表達憤怒的機會，在社

民連及「人民力量」有份參選的選區，都受到市民

「喝倒彩」和抵制。區議會本來就是注重民生議

題，兩黨不但從不做地區服務，而且更不斷破壞社

會秩序，衝擊法治，製造對抗，這種立場路線正正

是區議會的大忌。於是在選舉中很多過去不投票的

市民都被激發出來，支持另一候選人以示對激進路

線的不滿，兩黨招牌變成過街老鼠，全軍覆沒正是

社會各界不滿的一個爆發。社民連與「人民力量」

的慘痛教訓，正說明求穩定求發展是社會主流，任

何激進路線都不會見容於香港主流社會，逆潮流而

動失敗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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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區議會選舉中，盤踞竹園北
多年的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意外」落
馬，得票急跌至只有1,664票，較勝
出的獨立人士丁志威相差過千票。而
社民連今屆派出的候選人亦全線落
敗。為此，陶君行昨日已宣布辭去社
民連主席一職。說陶的落敗是「意

外」，原因是陶君行在竹園北 已經連任多年，有一
定的實力，其從政起點就是從該區開始，是否從該
區終結就不得而知。現在不但得票率較以往歷屆大
減，而且更輸給一名知名度較低的候選人，「一鋪

清袋」，這正是市民對陶君行個人不滿的體現，也是
對社民連及其代表的激進路線的唾棄。
陶君行的落敗雖說有點「意外」，但並非不能預

見，近年其領導的社民連熱衷於暴力抗爭，違法行
為屢見不鮮，癱瘓交通衝撞警方更屬家常便飯，而
陶君行都是每役參與。與政治對抗的投入度相比，
其對於地區工作明顯是不屑一顧，地區工作乏善足
陳，服務市民毫無興趣，市民覺得這名議員尸位素
餐，這是其得票大跌的主因。同時，在選舉期間，
他又被揭發曾秘密收取黎智英的百萬元政治捐款，
至今這筆錢仍下落不明，有「落格」自肥之嫌，加

上各種桃色醜聞疑幻疑真，令市民對其人品誠信有
極大懷疑，內外交困，其身不正，最終被人挑戰成
功，倉皇撤出老巢絕對是自食其果。
事實上，不單是社民連全軍覆沒，另一激進路線

的「人民力量」派出60多人參選，最終只有1人倖
免，而唯一當選者靠的也是多年服務地區的工作經
歷，與「人民力量」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人民力
量」出選區議會雷聲大雨點小，在多個選區得票都
極低，除了這些候選人都是空降之外，更重要的是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本來就屬同一團體，不過因為
陶君行與黃毓民的權鬥而一分為二，兩者雖然勢成
水火，但都是以激進暴力為路線，視衝擊社會秩序
為常事，結果同樣在區選遭到大敗，正反映市民對
於激進路線的唾棄及不滿。市民在平時沒有機會表

達，在選舉時就以手上一票懲罰這些人。「人民力
量」與社民連全線潰敗正是玩火自焚的結果，不但
區議會拒絕暴力，就是全港社會都不會容許歪風繼
續蔓延。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大敗之後，未來可能出

現兩個情況：一是變得「四五行動」化，兩黨將
會迅速泡沫化，變成只得四五人行動的政黨。因
為始終政黨就是靠議席生存，沒有議席的政黨沒
有政治影響力，至於陶君行要參選明年的九龍東
立法會選舉，恐怕已是癡人說夢。二是兩黨可能
會變得更激進，更加反社會。昨日社民連記者會
上所見，長毛等人仍然不知反省，繼續要抗爭，
兩黨內部激進人士完全有可能變本加厲，這也只
會進一步遭到社會的唾棄。

今屆區議會選舉，多名反對派政治明星都遭遇滑鐵盧，輸給知名度遠遜於己的候選人，

表面看來令人感到意外，實際上也在情理之中。這些政治明星相繼落馬，主因是疏於地區

工作，靠空洞的政治口號惑眾，加上兩宗禍港官司暴露的激進亂港路線，難以得到市民認

同，落敗也是情理之中。同時，社民連與「人民力量」兩個黨派在區選中幾乎全軍覆沒，

除了因其地區工作乏善可陳外，更說明肆意煽動暴力的手段已激發眾怒，市民紛紛以手上

選票予以懲罰，結果更不令人感到意外。

反對派明星落馬既是意料之外 更在情理之中

■責任編輯：袁偉榮　

民記區議員雖佔多
正副主席職位願協調

■林瑞麟與連戰就促進香港與台灣的合作交換意見。

港台交往越見密切，特區署理
行政長官林瑞麟會晤正在香港訪

問的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雙方認同，
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有助香港和台灣的
既有優勢互補，有利兩地共同發展。

連戰獲城大頒博士銜
是次會晤以早餐會形式，在連戰下榻的酒店進

行。林瑞麟代表特區政府歡迎連戰訪港，並祝賀
他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林瑞麟回想起2005年首次與連戰在香港會面，樂見
過去6年兩岸關係有長足的發展，而港台合作也踏
上正軌。
林瑞麟回顧了香港與台灣在過去數年逐步提升

互動關係的過程。其中，香港貿易發展局台北辦
事處和香港旅遊發展局台北辦事處已分別在2008年
10月和2011年9月正式運作，香港又推出多項措
施，便利台灣民眾赴港旅遊經商。2010年，港台更
分別成立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台
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讓港台當局人員以適當
身份，就雙方關切的經貿、文化事宜，特別是涉
及公共政策的議題，進行交流、磋商與合作。
通過協、策兩會平台，港台雙方就多個優先合

作領域達成共識，包括兩地金融監管機構在今年8
月就銀行業監管合作簽署了了解備忘錄，並積極
深化兩地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交流。而為進一
步促進港台之間的長遠合作與交流，中華旅行社
於今年7月15日起，正式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以反映其業務功能。特區政府亦計劃於今
年在台灣設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這
是香港在台灣成立的綜合性辦事機構，標誌 港
台關係發展步入新的階段。」

盼兩地互動再進一步
林瑞麟又感謝台灣方面在過去一段時間為加強港台合作所作

的努力，雙方亦期望在此基礎上港台互動能進一步發展。
陪同林瑞麟出席早餐會的，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和該局常任秘書長羅智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據了解，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九龍城區議會主席王國強、東
區區議會主席丁毓珠及深水 區議會主席陳東等多位委任區議員雖
已獲委任2次或以上，但由於政府的取消委任制計劃只是逐屆削減
委任議席數目，並未有對委任議員的獲委任次數設限，加上這些委
任議員較有能力平衡當區的政治力量，因此不排除會再獲得委任，
以鎮住區內大局。

部分前民選或獲委任
不過，今屆有多位區議會民選議員出身的正、副主席均沒有競逐

連任，包括中西區主席陳特楚、沙田區主席韋國洪、南區主席馬月
霞及西貢區副主席溫悅球。據聞，當中可能會有部分人士會於今屆
獲委任，重返區議會，繼續服務社區。
作為此次區選的大贏家，民建聯在油尖旺、離島及灣仔獲得百分

百的當選率，東區、中西區、北區則僅有一候選人未能當選，其中
北區更是取得當區過半的民選議席，佔盡區議會內的優勢。據悉，
民建聯並未計劃用盡自己的議席優勢，而會與區內其他建制派黨派
協調，除了維持由黨員擔任的正、副主席職位外，其他正、副主席
職位則會作進一步協商。

均衡參與符各方利益
「我們不能自己要晒所有正、副主席職位，要與其他團體討論、

協調，令新一屆區議會可以得到最好的發揮」。建制中人稱，建制
派各黨派未來還要在不同議題和明年立法會選舉合作，「大家均衡
參與新一屆區議會，將更符合建制派內各方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建制派全力出擊區選，不但取

得逾300個議席，更在18區區議

會內佔盡上風，加上深水 區議會副主席譚國僑敗

選，使反對派在來屆區議會內的正、副主席職位上很

大機會將被「清袋」。香港文匯報記者經初步統計及與

地區人士了解後發現，建制派在18個區議會中有17個

的民選議席過半，即毌需與反對派協調，已能全取該

區區議會的主席和副主席職位，惟葵青區有比較多

「獨立」區議員，而最終結果仍要視政府對該區的委任

區議員數目，可能需要進行一定的協調工作。

卓 偉陶君行「一鋪清袋」激進路線遭唾棄

看法一致共同協商

行政長官於去年的
《施政報告》提出成

立「香港青年服務團」，安排本地青年
到內地偏遠地區服務6個月至12個月。
日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探望了
在韶關4所中、小學參與支援教學工作
的15位香港義工，喜見各人已適應當
地生活，受到學生的愛戴、學校的高
度讚賞，並在當地民眾中樹立了香港
青年的良好形象。他希望香港的年輕
人，一起追求夢想，從磨練中學習，
以熱誠感染世界。
曾德成昨日以「香港青年在粵北服

務」為題，在其網上專欄《局長隨筆》
撰文。
他說，經甄選後共15位年輕人，參

與了「香港青年服務團」第一期的義
工服務，並在完成培訓後，於今年9月

出發前往韶關4所中小學，包括龍歸中
學、龍歸小學、花坪實驗學校和犁市
鎮中心小學，並獲編配去輔助教授不
同的科目，較多教英語，也有教地
理、體育、科學、音樂、美術、電
腦，以至擔任副班主任等。

憂難適應山村環境
日前，曾德成先後走訪這4所學校，

探望15位青年義工，了解他們的起居
生活和服務情況，「說實話，起初也
擔心香港的年輕朋友能否適應韶關的
生活，畢竟不是一天半天，而是差不
多半年的日子，但看到15位青年神采
飛揚、興致勃勃，相信初期的困難都
會挺過去，或許這就是年輕人勇於探
索、敢於接受挑戰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德成韶關為港義教加油
■曾德成出席培訓活動時與義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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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