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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激進反對派發動「變相公投」，五名分別來
自公民黨及社民連（及分裂後的「人民力量」）議員，
先行辭去其立法會議席再參與補選，結果投票率奇低，
卻白白浪費一億三千萬元公帑。此三個政黨在去年區議
會選舉大敗，說明選民否定了其激進的所作所為。

公民黨近年屢次與民為敵，涉嫌操控數宗與香港民生
有關的官司，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司法覆核蒸發了納稅
人六十五億元血汗錢，延誤了「十二五」規劃港粵經貿
融合的發展；外傭居港權案更成了出賣香港利益的「代
表作」，更令人氣憤的是上訴庭審理時，代表外傭的公
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竟狡辯指判決不應理
會對社會的影響，罔顧香港負荷。而「雙非嬰」炸彈已

震撼了香港各界，追根究底，又是公民黨當年所作的
孽；到近期公民黨又牽頭反自駕遊，企圖阻礙粵港互
動。

最近，公民黨創黨黨主席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更在立法
會替誨淫誨盜的《爽報》護航，此以訟棍為骨幹的政
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雖稱「公民」，既不公亦不為
民，只是一群犯眾憎的政棍訟棍，以禍港官司撈取政治
本錢。

社民連亦不是好東西，其原主席陶君行因區選失利而
辭去黨主席，由該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於上月接任。說
實在的，社民連以暴力激進起家，示威遊行、投擲食物
更為其黨友支持者的家常便飯，成了一班烏合之眾，除

了激進抗爭外，卻不事正面有建設有利社會民生的活
動，不為市民謀利益，也難怪在去年區選錄得零議席。
其新任黨主席在立法會的建樹則是擲生果，雖肩負議員
之職卻未盡議員之責，竟然在去年率黨友騎劫科學館的
論壇，涉嫌刑毀政府公物並弄傷工作人員；YouTube更
載有一段兩年前其糾眾帶領喊口號辱罵官員，以粗言抗
爭催化社會矛盾，以肢體暴力激化官民分裂。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一脈相承，又是暴力運動的支
持者，看其拳頭黨徽已不言而喻，最近，「人民力量」
更仿效外國球會推出吉祥物「力仔」，嘗試令暴力走入
人群，企圖以卡通化的「力仔」令暴力更受落，吸引青
少年支持及試圖強化其街頭抗爭理念。「人民力量」透

過其友好香港人網，令其訊息廣傳，動員力強。近期，
「人民力量」的代表作除了是兩周前在旺角討論中港文
化的街頭論壇中粗口狙擊反對派特首參選人何俊仁，令
論壇腰斬；更有黃毓民在台灣與民主黨區議員馮煒光合
演鬧劇，醜事傳千里。只管狙擊卻未有正面建樹和有建
設性實務，這樣的政治苟合，打政治游擊，有什麼意
義？

無論是把對抗變化為訴訟、抑或是換了新的黨主席、
又或是以「力仔」作噱頭及以「集體打小人」作號召，
不理性終歸不理性，激進始終是激進，即使是以新的政
黨及政治聯盟作包裝，重新招徠，始終新瓶舊酒，作用
不大，蒙騙不了選民。

激進反對派死不悔改

一、以立法形
式增強公眾對

傳統節日的認同和熱愛
近些年來，與情人節、愚人節、萬聖節、

感恩節和聖誕節等西方傳統節日在中國的受
熱捧程度相比，中國的傳統節日如春節、元
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
重陽節等卻有所式微。在此情況下，建議以
立法形式將傳統節日固定為法定節假日，這
是一個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的舉措，容易被公
眾尤其是青年一代接受。此外，建議進一步
調整現在的國家法定節假日，以制度化的形
式確定傳統節日，使公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增
強對傳統節日的文化認同和歸屬。根據《國
務院辦公廳關於2012年部分節假日安排的通
知》，2012年節假日為27天：元旦3天、春節7
天、清明節3天、勞動節3天、端午節3天、
中秋節及國慶日共8天。建議明年將元宵
節、七夕節、重陽節增設為國家法定節假
日，各放假1天，其餘節假日安排不變，並
以立法形式將這些傳統節日固定為法定節假
日。法律是剛性的，由它來對柔性的文化傳
統進行規約，是弘揚中國節日文化的必要之
舉。

二、政府有責任積極恢復節慶活
動，為民眾過節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傳統節日習俗多種多樣，例如：春節

的祭灶、掃塵、放鞭炮、貼春聯、掛年畫；
端午的祭祀、划龍舟、懸艾葉菖蒲；清明節
的踏青、插柳；中秋節在月下設宴、品瓜果
月餅、把酒問月；七夕遠不止於所謂的「中

國情人節」的狹隘理解，它是婦女乞求聰慧
和巧藝的節日⋯⋯傳統節日文化還洋溢 中
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春節期間親友之間要
相互拜年，營造了仁義、重禮的濃厚氛圍；
清明節是我國重要的祭祀節日，通過祭祖和
掃墓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尊老敬祖美德；
重陽節的登高習俗具有敬老、祝福老人長壽
的意蘊，成為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節
日。人們通過傳統節日表達願望、敬畏自
然、親近血緣、懷念祖先、體現價值觀，它
們也是節日文化的重要支撐。

在提高全民的節日文化自覺的過程中，各
地政府應起主導作用。各地政府有責任積極
恢復節慶活動，為民眾過節創造有利條件。
例如，各地政府都應解除春節的「鞭炮禁
令」；在清明節除了祭掃以外，各地政府可
鼓勵學校、單位、社區組織包含插柳、放風
箏、盪鞦韆等元素在內的踏青活動；各地政
府應在端午節舉辦文化節、彩街、廟會活
動。各地政府應在傳統節日活動中加入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展示環節，積極參與廟會、燈
會的評比等，提高民眾的對傳統節慶的關注
度和參與熱情。

三、開發節日產品、發展節日
文化產業

節日文化產業的發展與傳統節日風俗的傳
承可以並行不悖，是一種對節日文化生活的
補充。把「產品」、「產業」與「傳統節日」
相提並論，既順應了時勢的需要，也體現了
文化創新精神。除了節日食品、飾物、禮
物、服裝、玩具、賀節晚會、賀歲電影之
外，各地政府應重視發展節日旅遊、節日書

刊、節日動漫、節日休閒、節日體育等節日
文化產業。

四、順應社會流變給傳統節日
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要過好傳統節日，就要做到既保持民族
性，又體現時代性，要重視與時俱進。傳統
節日文化需要隨 時代發展，摒棄不良的落
後的風俗習慣，營造文明健康的過節氛圍，
將豐富的文化內涵發揚光大。不僅要把傳統
節日文化的弱點、缺陷加以克服，同時也要
借鑒、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因素，做到

「洋為中用」。創新是節日文化傳承與發展的
根本保證，傳統節日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也就
是一個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果的過程，
把時代的新內容充實到傳統節日文化中來，
與時俱進，更新傳統節日文化產品，以滿足
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消費需要。

五、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和認
同傳統節日

讓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了解節日，認同
節日，喜愛節日，就必須拓寬民眾特別是年
輕人了解節日文化的管道，建議網路、電
視、報紙、雜誌、書籍等媒體擔起文化責
任，加大對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宣傳力度和
廣度，在全社會營造更積極和熱烈的傳統節
日文化氣氛，抵制西方節日文化對年輕人的
侵蝕。

六、遏制腐敗現象對傳統節日
文化的侵蝕

少數幹部把傳統節日當作用公款旅遊、公

款吃喝玩樂、公款送禮的極好機會，集中這
段時間搞腐敗。還有些幹部認為節日期間，
監督部門、主管部門都放假，無人監督，便
肆無忌憚地尋歡作樂，違紀違法。上述種種
原因，導致某些腐敗現象集中發生於節日期
間，使節日成為不正之風的高發期。從「節
假日腐敗」的形式看，如果不採取扎實有效
措施加以防治，幾乎所有類型的腐敗現象都
有可能在節日期間高發，其中以送收紅包現
象最為普遍；從「節假日腐敗」的領域看，
既有政治領域的腐敗，如買官賣官，又有經
濟領域的腐敗，如私分濫發、送禮行賄，也
有生活領域的腐敗，如賭博嫖娼、公款吃喝
玩樂；從「節假日腐敗」的主體來看，涉及
的人員構成較大、層次較多、數量較眾。防
治「節假日腐敗」已成當務之急，執紀執法
機關應充分利用紀律條例和其他有關法律法
規，對「節假日腐敗」這樣的「腐敗頑症」
施行「重典」，有效遏制「節假日腐敗」對
傳統節日文化的侵蝕。

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

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綱領性文件，

這將為我國更好更快地發展提供

有力的文化保障。中國傳統節

日，凝結 中華民族的民族精

神，是維繫國家統一、民族團

結、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紐帶，

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歷史

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當前，一

方面西方節日大肆進軍中國，情

人節、聖誕節、愚人節等洋節異

常火爆，受到相當多的國人特別

是年輕人的追捧；另一方面，中

國傳統節日文化不斷異化，首先

是因商業炒作而引發的傳統節日

變味，中國傳統節日裡的商業味

越來越濃，其次是因腐敗現象助

長的傳統節日異化，中華傳統節

日中的禮尚往來成了滋生腐敗現

象的溫床。上述兩方面情況，說

明弘揚中國節日文化精華、抵制

西方節日文化侵蝕和腐敗現象侵

蝕，是建設文化強國的一個迫切

而重要的任務。

弘揚中國傳統節日文化

何俊仁得以避開黑材料的狙擊，真正原因除了是外

界早認為他沒有機會勝出，而他也一直擔當插科打

諢，四處抽水的角色，實在沒有太多人會關注之外，

更重要的是，反對派喉舌如《蘋果日報》之流，故意

將抹黑攻勢集中在兩名建制派候選人之上，打的是一

石二鳥的圖謀，既可污衊選舉制度，也可趁機挑動建

制派的對立。在布幕黑箱之下，利用各種明暗黑材料

打擊建制派的團結，為反對派的選舉服務。這就解釋

了何以抹黑報道總是沒有何俊仁的份，建制派應看清

其圖謀，不要被這些報道自亂陣腳。

特首選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各種黑材料及抹黑報道也是層出
不窮。固然，任何選舉都難免出現各種負面的伎倆，就是本港的
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從來也是黑材料亂飛，當中有些確實是真
有其事，有的卻完全是空穴來風，市民經過了多次選舉洗禮，對
於抹黑報道也是見怪不怪。然而，這次特首選舉中出現的黑材
料，卻相當不尋常，原因是攻擊火力對準的都是兩名建制派特首
候選人，相反另一名參選人何俊仁，卻鮮有負面報道，唯一的一
篇只有《文匯報》報道何俊仁律師樓的前員工，控訴何是「無良
僱主」，突然作不合理解僱，涉嫌知法犯法。按道理，案中員工的
指控是有理有據，事件也涉及參選人的操守品行，但最終社會輿
論關注的卻不多。

何俊仁其身不正 不乏黑材料
當然，何俊仁的負面報道不多，並非因為其為人「白璧無暇」，

事實上除了《文匯報》有關其「無良僱主」的報道外，在過去多
次選舉中，傳媒早已揭露了他種種不堪的事蹟，當中既包括個人
操守，也有律師事務上的糾紛，有心人如果要找出來相信並不困
難。就是看他領導下的民主黨也是醜聞不斷，桃色、錢財、權鬥
的醜聞俯拾皆是：甘乃威涉嫌求愛不遂怒炒女助理；前區議員及
總幹事嫖妓被揭發；涂謹申的匯標事件，等等，早已反映民主黨
黨紀之敗壞，更不要說民主黨長期收取黎智英的巨額政治獻金，
接受其遊艇的豪華招待，甘於為黎所用，涉嫌觸犯了《防止賄賂
條例》。種種行徑都是查有實據，隨便一項都足以打擊何俊仁的誠
信，所以說他「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說法是經不起事實的推敲。

何俊仁受到傳媒的「青眼」及保護，得以避開了黑材料的狙
擊，真正原因除了是外界早認為他沒有機會勝出，而他也一直擔
當插科打諢，四處抽水的角色，對於這種選舉中經常出現的「小
丑」，實在沒有太多人會關注，外界自然懶得去尋找其黑材料，甚
至對於何俊仁的黑材料也沒有興趣跟進，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但
更重要的是，反對派喉舌如《蘋果日報》之流，故意將抹黑攻勢

集中在兩名建制派候選人之上，打的是一石二鳥的圖謀，既可污
衊選舉制度，也可趁機挑動建制派的對立。

抹黑選舉 挑動建制分裂
市民都會看到，反對派喉舌在選舉過程中，幾乎每日都大篇幅

的去抹黑兩名特首候選人，一時攻擊唐英年，過幾日又去攻擊梁
振英，部分抹黑報道更是毫無事實根據。相反只懂政治抽水，有
破壞無建設的何俊仁，竟然不見有什麼批評；甚至連激進反對派
都狠批何俊仁，一邊批評「小圈子選舉」一邊卻高調參選的荒謬
時，反對派喉舌卻沒有一字批評，目的正是要利用何俊仁這個棋
子去將整個特首選舉變成抹黑大會，並在社會上製造一個錯覺，
就是建制派候選人都有不少醜聞，相反何俊仁在這些喉舌保護
下，卻是「百毒不侵」。於是，反對派喉舌便可上綱上線的指，這
就是「小圈子選舉」的弊病，看何俊仁如此「清白」，能力又高操
守又好，但在現時的選舉制度下，他根本沒有機會當選，以此攻
擊選舉制度。同時，反對派喉舌也可藉此打擊下任特首及特區政
府的公信力及認受性，為反對派之後的選戰儲備彈藥。

而且，反對派喉舌不斷抹黑建制派候選人，也是要挑動建制派
的矛盾以至對立，在布幕黑箱之下，利用各種明暗黑材料打擊建
制派的團結。反對派知道要在立法會選舉上取得成績，必須挑起
建制派的分裂，這樣才可混水摸魚。為此，《蘋果日報》之流一
方面不斷借所謂的消息人士所言，報道建制派的選戰部署，但當
中大部分都是猜測及杜撰，繼而在報道中總是說建制派因為選戰
部署而不和以至分裂云云，務求在三人成虎之下製造猜忌，讓反
對派有機可乘。而在特首選舉中，《蘋果日報》之流也在輪流抹
黑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在報料者的背景上又故弄玄虛，所圖所謀
正是製造建制派互相猜度的氛圍，為反對派的選舉服務。這就解
釋了何以抹黑報道總是沒有何俊仁的份，建制派應看清其圖謀，
不要被這些報道自亂陣腳。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篤行

如若本港仍然採取過往「等運到」的心態來營運，未來香

港將失去在全國的領先位置，更遑論保持亞洲領導位置。目

前當局經常把香港媲美倫敦和紐約，但發展內涵卻空白一

片，要競逐成為「紐倫港」，我們不要耗費大量時間內鬥，

而要集合全港力量，力拓新天，大力拓展多元產業，加強區

域合作，打造香港聰明力量（smart power），這是下任特區

政府的歷史責任，把握歷史呼喚，力保本港優勢！

日前中國社科院發布2012年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即：《十一五
期間中國省域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藍皮書清楚指出2010年包括內
地31個省市區和香港、澳門、台灣在內的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
中，台灣列第一，廣東升至第二，香港卻屈居第三。與2006年相比，
香港下降了一位。在八個二級指標中，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
爭力、發展環境競爭力相比2006年下降了廿一位；宏觀經濟競爭力、
發展環境競爭力和統籌協調競爭力，本港亦分別降了兩位、一位及四
位。至於可持續發展競爭力、發展水平競爭力分別上升了八位和四
位，綜合多種評價因素的影響，使本港經濟綜合競爭力下降了一位。
藍皮書更指出，香港產業經濟競爭力指標在全國的排位處於劣勢。從
綜合排位的變化看，201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產業經濟競爭力綜合排位
處於第30位，與2006年相比，排名下降廿一位。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本
港若不急起直追，將難保在區內領先位置。要追，本港要追什麼？

產業結構多元化的重要性
本港一向過分依賴傳統產業，即使特區政府在數年前提出六大新興

產業的發展，但只停留於口號，沒有具體政策的配置，主因乃繫於特
區領袖仍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治港核心。我們在回歸十多年來，
屢次喪失機遇，沒有宏觀發展策略，政策修修補補，失卻戰略意識與
珠江三角洲及東亞地區結盟，打造閩粵區域發展的協同效應。下任政
府必須把握「十二五」規劃的機遇，啟動政府之間合作，有很多產業
合作需要政府協調，打通各地區的區域合作的平台，善用香港國際化
的經驗、管理和人才，以配合內地產業國際化。正如耿乃國、王永剛
合著《中國城市群經濟規模效應研究》一書指出，產業結構影響城市
群產業集聚效應，珠三角城市群內各個城市的前兩位主導行業高度相
似，大都是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香港如
何配合這些產業「走出去」及加強金融融資，乃可發揮本港優勢。

落實六大新興產業
下任政府必須加強與鄰近區域的合作，並加快六大產業的發展。香

港有完善的法制、高等教育在全球有很好的表現，但在發展有關產業
時，如創意及教育產業，由於官員思維守舊，對產業發展毫不了解，
沒有配合適切的政策，致使新興產業發展只有口號，欠缺明確發展策
略。因此，下任特首應集中力量大搞產業多元化，配以恰當政策推動
六大產業發展，為年輕一代創造未來發展空間。如若本港仍然採取過
往「等運到」的心態來營運，未來香港將失去在全國的領先位置，更
遑論保持亞洲領導位置。目前當局經常把香港媲美倫敦和紐約，但發
展內涵卻空白一片，要競逐成為「紐倫港」，我們不要耗費大量時間
內鬥，不如集合全港力量，力拓新天，大力拓展多元產業，加強區域
合作，打造香港聰明力量（smart power），這是下任特區政府的歷史
責任，把握歷史呼喚，力保本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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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揚聲龍

■何俊仁前員工指他違反承諾，不合理解僱。

為什麼抹黑報道沒有針對何俊仁？

龍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