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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開筆，萬事大吉。今年農曆新年春節接踵而

來，生氣蓬勃的龍年即將啟始，值此佳日，應該歌

之頌之迎之。勤奮的人民會總結一年的成果，努力

準備在新的一年創造更好的成績。前途雖然並非全無險阻，但我們穩中

求進，懷 信念迎難而上，相信可以排除萬難而取得勝利。

春風拂面、送暖屠蘇，面對世界激盪的政經波濤，港人應該慶幸和全

國人民一道在舊的一年能得到的福蔭，應感知足，鼓起精神自力更生準

備來年做得更好。

如今的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堂堂神州的一片國土，跟祖

國同胞血肉相連，毫不含糊地明確是共和國光榮的國民，時刻感受到祖

國的關懷和溫暖，衷心體會到祖國的進步和成就。龍翔九天今勝昔，新

春報喜，看我神州大地喜迎春：

錦繡中華自改革開放以來更形璀璨，城鄉建設與日俱增，學校、工

廠、住宅、商業大樓遍地開花、巍然聳立，為經濟、國防、民生、教育

等各方面創下基礎，讓祖國河山更加秀美。

歷經艱苦，我國從一窮二白，經人民辛勤創造，現在成為世界上第二

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為提升，全民建設祖國，保家衛國信念堅強，國

際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海外華僑對此深有體會，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四

海同歡景象壯美。

「十二五」規劃進入新的一年，壯麗宏圖也給港人指出發展的遠景，

五年規劃首次將港澳納入，對港人是親切的關懷和熱切的鼓舞。我們要

和祖國人民齊步共進，同心協力把瑰麗壯觀的藍圖變成現實，把這第十

二個五年規劃打造得至善至美。

新的一年世界上很多國家恰逢換屆，新的領導班子上場，加上經濟

波動金融不穩，所以許多國家要專注「內政」。我國人民民心一致，

政通人和，「內政」順暢。至於外交則恪守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

原則以謀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增長。胡錦濤主席在今年新年賀詞中也

強調：「和平、發展、合作是時代的呼喚，是各國人民共同利益之

所在。」亟望各國都能響應和履行這神聖任務，保持世界和平景

美。

中國人本性勤勞，加以地理環境較差和自然資源較缺，多年來又受外

敵欺凌，這促使人們更團結一致，上下一心潛心建國。目前我們仍是

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已發展的列強比較，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不足，但

是如果縱向地跟我們幾十年前的社會比較，我們已取得顯著的進步。

當然，我們誠望能堅持正確方向不斷努力，使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更

趨臻美！

龍翔九天 神州更美

說起公共設施，市民都會想起運動場配套、游泳池、場館、

圖書館，一般而言，每位居民均希望自家居住的社區附近都有

便利的公共設施，以優化生活，周日有空閒時可以扶老攜幼

享用免費或廉價的社區公共設施，享受天倫。然而，政府在公

共設施的長遠規劃及管理確實未盡完善。

先說天水圍、屯門和將軍澳等已發展的市鎮，除了運動場館

是當年為了應付東亞運項目而興建，以及私人營運的高爾夫球

場外，在人口增長後，只見區議員橫額的諸多「成功爭取」，

卻遲遲未見新的設施落成。即使是現成的羽毛球場館等，在假

日的黃金時段往往是滿額。早前有報章揭穿了有些所謂非牟利

團體或個別炒家在半年前已陸續預約了各區場館的周六及周日

時段，再在網上討論區轉讓名額圖利，令公眾人士未能享用納

稅人津貼的公共設施，政府一方面推動全民運動，一方面無視

公共設施不足及公器被濫用牟私利的實況，往往查詢時只會敷

衍和推說只為冰山一角。其實筆者倒有建議，如長期預訂場館

而未有使用該場館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理應把預約人或團體

列入黑名單，例如，三次爽約則在未來三個月內不能享用預約

服務，另外，康文署職員亦應確認使用場館者是否預約者本

人，以杜絕炒賣租借場館名額，保障納稅人的設施用得其所。

另外，除了康體場館等配套設施，其實，一些厭惡性的設施

也屬於公共設施，要平衡各方權益，同樣亦要處理得宜。例

如，早前環境局所建議的以郊野公園用地擴建堆填區被否決；

政府於各區選址興建骨灰龕場，很正常地，當區居民及區議員

總會抗議厭惡性設施駐留當區，既會影響景觀和樓價，也會構

成心理因素，而且可能會釋出異味氣體損害健康，同時亦會對

交通造成負荷，影響上班上學的居民。部分區議會原先的反對

聲音是人之常情，但當我們跳出一步鳥瞰整個香港的規劃，就

知道厭惡性公共設施的可供選址有限，在確實有需求，又不想

把厭惡帶入自家後園，唯有把影響減至最少，政府在此方面有

待更務實而有遠見的規劃。

公共設施，無論是受歡迎或不太受歡迎的，都是以民為本，

政府宜多下功夫，慎重處理民意為佳。

何俊仁及馮檢基日前出席反對派特首初選的首場電視辯論
時，即場擦出火花，馮檢基先批評何俊仁要向地產霸權、經濟
霸權宣戰，會令社會矛盾加劇。馮檢基認為，需要反對地產霸
權，但不是用宣戰的方式，而是要提出可行方案，他更指何俊
仁當年曾「投票支持領匯」，暗批何俊仁為人表裡不一，缺乏
誠信。何俊仁也不甘示弱，反指馮檢基害怕社會矛盾，令他感
到非常驚訝。繼而兩人又在多個議題上針鋒相對，七情上面。
事後雖然兩人表示今次對質不會傷害彼此關係，但在辯論台上
互揭老底，互相炮轟，說不會影響彼此關係是自欺欺人，而兩
人如此假戲真做愈演愈逼真也確實奇怪。

何馮假戲真做互相炮轟
兩人在辯論中，其實也承認沒有機會在特首選戰中勝出，

而外界也知道兩人無論是能力、聲望、班底都是不夠格，加
上「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事前聲明的「恐嚇」，種種不利
因素下，兩人依然執意參選一場沒有勝出機會的選戰，目的
不過是為了拉抬政治聲勢，為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作準
備。按理兩人只須利用傳媒的關注，發表一下政綱政見，爭
取曝光已經完成任務，沒有必要真刀真槍傷了「同志」的情
誼，況且在反對派內，民主黨與民協的關係一向最為緊密，
過去甚至傳出兩黨結合的消息，現在為了一場志在做騷的選
舉，值得嗎？
不過，何馮兩人對於選舉如此肉緊也不是沒有原因，他們看

準的不是特首之位，而是反對派內的勢力消長。固然，外界對
於反對派的初選只視為一場鬧劇，不當作是一回事，但在反對
派內卻高度重視，原因在選舉中民主黨與民協的重量級人物同
台競逐，其表現已不單關係自身的聲譽，也關係黨的氣勢，兩
人民望高低將直接影響黨的民望，所以兩人自表態參選後，兩
黨都是全力以赴輔選，就是一向不贊成參選的民主黨副主席劉
慧卿，也沒有再對何俊仁的選情說三道四，而民協更是舉全黨

之力為馮檢基助選，正是希望藉兩人的「風車效應」，拉動整
體選情所致。

輸給馮檢基難以承受
兩人也知道自己身負重任，但奈何民望一直提不起來，何俊

仁的民望已跌至單位數，而馮檢基更連列入調查的資格都沒
有，選情如此慘淡，投入的人力物力隨時一場空。於是近日兩
人開始全力為選情升溫，不但不斷抹黑建制派候選人，甚至連
對方也不放過，藉此將選情炒熱。比較而言，何俊仁的情況更
為迫切，原因是民協只是小黨，外界也認為馮檢基難以與何俊
仁相比。相反何俊仁卻是挾 反對派龍頭政黨主席的身份出
選，如果在民望上連馮檢基也勝不過，甚至無法成為反對派的
特首候選人代表，如何向黨內外交待？連帶民主黨的聲勢都會
受到影響。同時，公民黨等表面雖然不參選特首選戰，但卻樂
於看到何俊仁在選戰中被打得焦頭爛額，這才顯得梁家傑上屆
參選是如何的英明神武，所以何俊仁更多了一重心理壓力，就
是在選戰上不能做得太難看。
然而，現在反對派初選採取的是一種既不科學客觀，也極容

易被操縱的方法，即是說如果有心人要在所謂民調中勝出，只
須組織一百幾十人，輪流來各個票站投票，他們可胡亂拼湊出
多個身份證號碼投票，並將所有選票全數投給某一名候選人，
這樣要令某一人勝出並非難事。所以，即使馮檢基在實力上確
實不如何俊仁，但如果選舉機器組織得力，也並非沒有取勝的
機會。加上「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早已明言會在初選中攪
局，其中一個策略就是故意將票「投」給馮檢基，令他們的最
大「敵人」何俊仁難堪，在這種情況下，何俊仁隨時在民調上
敗給馮檢基，繼而倉皇敗走，這就是何俊仁及民主黨現時的最
大夢魘。說到底，在特首選舉中輸了沒什麼問題，如果輸給馮
檢基，不論是民調或是代表權上，都是何俊仁及民主黨難以承
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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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不怕輸特首最怕輸給馮檢基

近日，我和一些藏族同胞得知中國南方「東方之珠」的香港，有人
煽動「香港人拒認係中國人」要割斷香港和祖國的聯繫，都感到十分
憤慨。我中文水平不高，但希望借助香港報紙表達藏胞的立場：西藏
和香港都是中國的領土，藏族和香港同胞，都是中國人。那個鍾庭耀
用「學術」藉口搞政治挑撥和分裂活動，我們決不會同意。

絕不同意用「學術」搞分裂
我雖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子，今年27歲，但我知道西藏、香港的過

去和現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的一小撮反動分子，策劃暴亂，妄圖
搞「西藏獨立」，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圖謀失敗，達賴喇嘛出走外
國。從此，西藏步入民主改革的新時代。50年來，藏族同胞由農奴變
成了主人，由黑暗步向光明，由貧窮變成了富足，由厄運變成了吉
祥。現在的西藏政通人和，藏族同胞享受前所未有的宗教信仰和自
由，光是供參拜的寺廟就達1700多處，每年往拉薩參佛祈福就超過一
百萬人次。西藏生產總值DGP年均增長8.9%，

香港被英國人統治150多年，百多年香港同胞不能當家做主，港督都
由英皇欽點指派，連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都只由港督任命，這是我看
《香港年鑑》和當導遊從香港同胞得知的。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開始
步向民主。香港最低工資每小時28元，每月有八九千元；而我當導
遊，每月約千元人民幣，幸好西藏物價低，我羨慕今日中國香港人的
富；我們吃糌粑，但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為是中國人而自豪！

堅定維護國家民族統一

達賴及其同伙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不願看到藏族同胞的翻身幸福，

出走後多次組織叛亂集團襲擾西藏邊境。特別是2008年3月14日，達賴

通過「藏青會」，蒙騙、策動一小撮人，在拉薩八廓街等處，進行打、

砸、搶、燒的暴亂，結果造成了包括小學在內的三所公共建業物被

毀，10名無辜群眾被殺死燒死，12名公安、武警戰士重傷等人民生命

財產的嚴重損失。而香港，據說2010年有人學台灣陳水扁搞「五區公

投」和「全民起義」，還有社民連搞

暴力衝擊。事實證明，我們和達賴

以及香港公民黨等反對派的矛盾，

是堅持統一還是分裂的矛盾。達賴

要在中國的西藏建立所謂「大藏

圈」，就說明他不是甚麼宗教人物，

而是政治流亡者。鍾庭耀搞「香港

人拒認是中國人」也是分裂活動的

推手和見證。

西藏藏族古時由青藏高原土著和

西部古羌人、吐谷渾等氏族融合而

成。我們地處青藏高原空氣稀薄、

寒冷地帶，也有藏文和藏族語言，

但堅定認知我們是中國人。香港人

用漢文、漢語、漢人生活方式，黑

眼珠、黑頭髮、黃皮膚，怎能說

「不是」中國人呢？盼香港同胞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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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百倍警惕某些人的分裂圖

謀！

祝新年香港扎西德勒，敬一杯青稞

酒！向祖國敬獻潔白的哈達，如意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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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和香港人都是中國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金珠卓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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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是反對派舉行特首候選人初選的日子，反對派一廂
情願大搞補選鬧劇，名目繁多，只是另一次港式形式主義的激
進思維的延續。當響亮的主張再次變成虛有其表的空言，反對
派還憑甚麼讓港人繼續相信，他們的主張有利香港發展民主的
社會大業？
這場初選的投票工具和機制均倉卒籌集草創，只由幾個政黨

甚或幾個人急就章堆砌推行，東施效顰美國總統的政黨初選制
度，卻不尊重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客觀情況，這是大搞形式主
義的港式反對派作風。說它港式，因為這種形式主義總是沒有
依據香港實際情況而武斷推行。其實，這種一廂情願的作風，
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大絆腳石，初選機制是徒具形式沒有民
主靈魂的制度，他們見到外國流行甚麼民主玩意，美國總統設
公開初選制度，他們便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先搬過來，逼
人接受，只講普選形似，不問民主神似，更不問港人是否已經
準備。
這場初選沒有公信力，初選機制召集人鄭宇碩和其他反對派

核心人物，均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說服市民參與是次所謂
別具民主發展意義的初選果然別具「民主意義」，無法說服市
民相信這場初選能令香港民主發展提前邁步。市民未能消化反
對派花樣繁多卻虛無飄渺的形式主張，也沒有找到現階段要全
民公開初選的需要。過去「五區公投」投票率超低，失敗收
場，反對派自揭瘡疤，今日該派頭頭一再大搞相類的一人一票
形式主義，反對派居然仍希望公眾相信這種另起普選爐灶的舉
措能為香港民主推前一步，甚至能在香港民主發展史上寫下一
頁，成為民主發展里程碑，實在痴人說夢。
「泛民特首候選人初選」網頁「初選Q&A」中有一個這樣

的說法：「美國的總統初選是由政府出資，香港的初選無論資
源或制度支持上都不能比擬。」這完全點出了這場初選在憲制
和歷史發展的問題所在。為甚麼美國的總統初選由政府出資，
原因至少有三：一、普選符合民主歷史發展脈絡；二、制度廣
受人民認受；三、初選符合憲政規定。反對派這場初選，不但
不符合民主發展的歷史脈絡，而且不廣受市民認受，不倫不
類。
是次初選並不關涉公帑使用問題，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心是

意料之內，不過經常「呻窮」的幾個反對派政黨，能花得起錢
自搞「小圈子」選舉活動，一再令人聯想到「維基解密」所揭
示的幕後金主和金權政治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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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與馮檢基出席反對派特首初選的電視辯論。

■回歸以來，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日益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