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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首梁振英為答謝支持者和廣大巿民支持，昨日

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答謝會，邀請其競選辦成員、支持者

和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出席，還有一些在特首選舉中提

名唐英年和何俊仁的選委應邀赴會。梁振英感謝競選團

隊和支持者，他表示當選特首並非勝利，能夠帶領香港

向前發展，才是香港的勝利。

常存謙卑之心是從政者安身立命之本
梁振英當選時，首先感謝選委的信任和市民的支持，

表示他將常懷謙卑感恩之心肩負重大責任。他同時感謝

唐英年、何俊仁兩位候選人，指他們的參選使得選舉有

了實質意義。通過這次選舉，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希望與唐、何兩位合作，共建未來。昨天的答謝大會，

繼續體現了梁振英「穩中求變」、以謙卑之心擔負重任

的信念。

常存謙卑敬畏之心，不僅是從政者安身立命之本，而

且是一種胸懷和氣度。梁振英強調昨日的活動是答謝大

會而非祝捷大會。他解釋舉辦答謝大會的目的，一來是

要藉此機會向大家表達他衷心感謝的心意；二來是要透

過傳媒向全港巿民轉達一個訊息：「梁振英在3月25號投

票那天取得一點成績不算贏，只有香港能夠繼續好好發

展，香港的社會、香港的經濟能夠繼續前進發展才算是

贏。」他又表明心跡說：「我當選前後，我們的工作都

不是爭取一個人的勝出，我們是爭取全香港的勝出。」

梁振英能夠解開一部分人包括反對過他的人的心

結，就是因為他以從政者的坦蕩襟懷，去實踐自己

「謙卑為各個界別、各個派別服務」的諾言。精誠所

至，金石為開。這種君子坦蕩蕩的作風和謙卑的胸

懷，有效地推動了「大和解」的進程。昨天的答謝會

梁振英除了邀請其競選辦成員、支持者和社會上不同

界別人士出席外，更有一些在特首選舉中提名唐英年

和何俊仁的選委應邀赴會。梁振英又提到，競選的路

上最初只有他一個人，後來發現競選辦規模達六、七

十人，梁振英希望，這個不斷擴大圈子、凝聚力量的

過程能夠持續下去。這令人想到梁振英當選後在記者

會上多次強調：「從現在開始，已經沒有唐營、梁

營、何營之分，只有『香港營』。」

敢於迎難而上就是一種棱角
但是，以謙卑之心擔負重任，不等於梁振英要把自己

的棱角磨掉。梁振英當選時就強調，他會以謙卑感恩之

心肩負行政長官這一個重大的責任，恪盡己任，以「行

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治港理念迎難而上，迎難而上就

是一種棱角。在昨天的答謝會上梁振英透露，選舉結束

後他常常在候任特首辦公室對同事說，今日香港社會當

中存在很多正能量，巿民都希望「穩中求變」，都希望

貢獻自己力量、作出犧性，令社會可以改變過去長期以

來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面貌，一個有水平的

政治人物凝聚這股力量應該是「執豆咁執」的，但梁振

英謙稱自己「水平不足，半途出家」，只能夠盡力去

做，亦需要大家指點支持及全社會的配合。梁振英的競

選辦主席張震遠在大會上表示，競選辦成員已變成監察

小組，會監察梁振英未來5年的施政工作，甚至希望監

察10年。

梁振英在用人方面保持了原則

梁振英又於答謝大會上特別感

謝羅范椒芬的協助，因為未來一段

時間將 手籌組新政府，包括向中央

政府就主要官員人選的提名工作，預計工作會很繁忙，

特此感謝羅范椒芬和候任特首辦的同事。候任特首辦主

任由羅太擔任，任期是到6月30日，但亦引起一些非

議。被問到羅太會否成為他的「負資產」，梁振英表

明，羅太完全不是負資產。這顯示梁振英在用人方面也

保持了棱角，他不會為所謂避嫌對才德兼備的「梁營」

精英棄如敝屣，也不會排斥「唐營」中的才德兼備之

士。梁振英用人既有棱角也有大局觀念：唯才是舉，不

等於善惡不問；外舉不避仇，不等於外舉不避「邪」；

用人不拘一格，不等於用人無「格」。因為若不堅持德

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必然會挫傷支持政府的力量，敗壞

政壇風氣，混淆是非黑白。

梁振英表示，現正日以繼夜地做交接的準備工作，這

次是特區成立15年第一次有這樣的交接，即有候任行政

長官和現任行政長官做交接，這與過去15年的交接是不

同的，因此會更加落力去做。特首選舉結束後，特區政

府換屆交接的工作隨之而來。董建華和曾蔭權連任時不

存在換屆問題。即使曾蔭權接替董建華時，之前曾蔭權

是擔任政務司司長，政府工作也有很大的連續性。今次

是香港回歸後真正的一次政府換屆，加之梁振英的政綱

和治港理念是「穩中求變」、「適度有為」，與現屆政府

有所不同，其間一些政策的銜接，需要現任特區政府與

新一屆特區政府加強協作。

梁振英能夠解開一部分人包括反對過他的人的心結，就是因為他以從政者的坦蕩襟懷，去實

踐自己「謙卑為各個界別、各個派別服務」的諾言。但是，以謙卑之心擔負重任，不等於梁振

英要把自己的棱角磨掉。梁振英的擇善固執，首先是勇於「穩中求變」；其次是勇於凝聚香港

社會的正能量，以及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梁振英已與社會各界、現任特區政府形成了良

性互動的局面，這有利於推動建制派和社會各界支持梁振英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組建新的管治班

子，推動現任特區政府與新一屆特區政府之間實現順利交接，推動社會各界支持以梁振英為行

政長官的新一屆特區政府落實「穩中求變」的政綱和治港理念。

以謙卑之心擔負重任 擇善固執「穩中求變」

工聯會新任會長林淑儀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爭
取落實標準工時，將是工聯會在下一屆政府

的最大任務。她說：「加班要有補水，這是合理不
過，我們又不是要求到達某個工作時數，便放下手
上工作。」她坦言，不少僱主其實對標準工時持開
明態度，願意去傾，只是有部分僱主卻將問題炒
作，誇大對公司的影響，並希望新一屆政政可在此
議題上有起步，至少成立委員會去討論。

多項勞工問題待解決
除標準工時外，她說，工聯會仍有多個勞工問

題尚待解決，包括勞工假期日數，及立法全面推
行侍產假等；而最低工資實施已接近一年，她認
為當局應盡快調整時薪水平，因為時薪28元已屬
滯後。她又指出，現行制度下，退休保障及強積
金亦起唔到應有作用，「強積金與遣散費根本是

兩回事來的，不應對沖」，並希望當局盡快落實增
加生果金，讓市民的退休生活有多一份保障。

助弱勢社群方向不變
林淑儀並坦言，隨 社會不斷轉變及工會的發

展，工會協助市民的形式已有很大改變。她說：
「從前政府的社福承擔很低，工會不時要將米、食
油等生活必需品派發給孤苦無依的長者；現時無飯
開的人少了，主要是向一些有需要人士派發慰問
金，但協助弱勢社群的大方向卻沒有改變過。」
她承認，有部分行業工會出現「青黃不接」的

情況，成員及幹事主要為一些在行業工作了數十
年的老行尊，「有些人對工會很忠貞，工會不會
因為他們老了，便摒棄他們，叫他們不要再理工
會的事」，故不斷發掘人才對工會發展十分重要，
而現今社會透過手機短訊、社交網站等科技方式

來溝通已十分普遍，工會亦要與時並進，以此等
方法來維持與會員的緊密聯繫。

薪火相傳培育年輕人
雖然科技發達，市民的娛樂亦相應增加，但林

淑儀指出，仍有不少年輕人喜歡協助工會當義
工。她說：「不少年輕人入會之初，未必認識工
會事務及歷史背景等，蛇、齋、餅、 等手法，
他們亦未必受落，要透過活動及地區權益服務，
讓他們慢慢認識工會，再教育他們參與組織及維
護權益工作。」
傳統來說，工會成員以男性為主，林淑儀現時

以女性身份統領 工聯會逾36萬名會員。她不諱
言，壓力是一定有的，「不過我抱 一個信念，
就是不論男女，都是一齊為勞工打拚；遇有不開
心事情，便一笑置之好了」。

巾幗初掌工聯會
諗計覓賢續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會

在會員代表大會上選出新一屆領導層，

原副會長及司庫林淑儀從鄭耀棠手上接

任會長一職，棠哥則改任「榮譽會長」。

成為工聯會首名女會長的林淑儀表示，

工聯會將 力落實「參政為勞工」的理

念，在標準工時、勞工假期及侍產假等

工人權益問題上，為工人打拚。她指

出，隨 社會不斷轉變，工會亦要與時

並進，以不同方式發掘人才，並強調該

會「監察政府」的角色從無改變，「無

論誰人當特首、社會形勢如何，這點是

不會改變的」。

回饋恩惠 踏工會路

未來鐵路發展 收集市民意見梁美芬馬逢國倡地區推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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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規模龐
大的西九藝術發展區，標誌香港未來文娛
藝術發展進入新階段，但不少藝術工作者
均質疑香港藝術可否成熟發展，並關注西

九藝術發展區會否成為只
有殿堂級展品的空殼，以
至普羅大眾會否認為藝術
是「高不可攀」。前藝術
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認為，
西九文化區應 重政策的
透明，望達致讓民間參
與。他重申文化局成立並
非必須，假若地區可充分
發揮角色亦是好事。

研夥商界互惠共贏
「西九新動力」、「香

港民生民主動力基金會」及「九龍社團聯
會」昨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辦研討會，
探討香港公共藝術的方向。馬逢國指出，

藝術發展屬於全社會，並非單一社群，全
面參與亦應包括商界，可以「互惠共
贏」，加上商界掌握較多資源，可重點探
討引導資源投入作文化建設，並相信具體
的內容可以繼續探討。
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則表示，下放權

力及資源將有助地區推廣，她舉例指台灣
的書店在推廣文化的同時，亦是某種商業
模式，香港可以借鑑。
多名參與地區工作的區議員在發言時，

分享不少地區上處理藝術活動時遇到的問
題。民建聯東區區議員鍾樹根及灣仔區議
員伍婉婷均指，現時政府各部門政策零
碎、不配合，加上區議會所獲資金少，難
以在區內籌組大型公共藝術活動，變相令
普羅大眾難以接觸文化藝術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就《鐵路發展策略2000》檢討及修訂展開第
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除了發表「我們未來
的鐵路」諮詢文件外，還會於未來三個月在
各區舉辦巡迴展覽和公眾論壇等活動，收集
市民對長遠鐵路發展的意見。
《鐵路發展策略2000》擬訂直至2016年的

鐵路網絡擴展計劃，及落實讓鐵路成為客運
系統骨幹的政策。自此，香港的鐵路網絡迅
速擴展，總長度由約148公里增加至現時約
218公里，每日平均乘客量超過450萬人次。
政府發言人說︰「一個鐵路項目從醞釀、

構思、詳細設計到實際興建以至落成，往往
需要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而鐵路項目對社
會、民生及經濟發展影響深遠，需要謹慎周
詳地規劃；因此，鐵路策略必須及早檢討，

並盡早讓公眾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

現正全速推動5項目
目前，政府正全速推動5個鐵路項目，包括

西港島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南港島
線（東段）、觀塘線延線及沙田至中環線。當
有關項目於2014年至2020年間陸續落成後，
香港鐵路的總長度將超過270公里，在本地公
共交通行程的所佔份額預計將增至43%。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由今日開始，至

2012年7月21日結束，相關的諮詢文件、展覽
及論壇的時間和地點等資料，已上載於「我
們未來的鐵路」專題網站：
www.ourfuturerailway.hk，公眾也可以在下星

期起於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有
關文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會在上月的特首
選舉上，表態支持梁振英，最終梁成功當選，工聯會居
功至偉。然而，新任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卻指出，無論誰
人當特首，工聯會監察政府的角色亦不會改變，並強調
選舉時，「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林淑儀在訪問中表示，工聯會最重要的是做好監督工

作，倘特區政府民望高，工聯會的選情當然較為有利；
倘政府民望低，工聯會不會受影響：「工聯會搞了咁多
年選舉，已有很深刻體會，就是一定要靠自己力量，無
論誰人當特首及形勢如何，監察政府的角色一直無
變。」

貫徹「參政為勞工」宗旨
她坦言，自港英時代以來，本港政制逐步開放，工聯

會亦「一步一步」去參與選舉，「新一屆立法會有70個
議席，能代表基層的卻不多，但打工仔要有一定聲音去
各級議會，故我們會貫徹『參政為勞工』的宗旨，派出
來參選的，一定是一名以勞工利益為依歸的人」。
在選舉前後，建制派經常遭反對派以「蛇齋餅 」論

攻擊，林淑儀對此一笑置之，「這只是別人不了解社群
需要而已。」她承認，工聯會會搞「蛇齋餅 」，正正
是因為市民喜愛才會一直搞下去，用以聯繫群眾：「我
們已搞了很多年了，不是選舉先搞，更不是免費；搞工
會唔係次次都帶人上街的。」
她又透露，工聯會會循計劃去部署直選「區區有人出

選」，但九龍西選區的選舉策略，仍未有最終定局，
「現時形勢是各有各布陣，未有咁快下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林淑儀未當選工聯會會長前，主
要擔當幕後的會務工作，普羅市民對她的認識不深。原來，她服務
工會已有大半輩子：1968年，她已經加入工會，為工友爭取權益。
她說，由於自己早年曾受工會的恩惠，故當時加入工會，只想回饋
工會。

家境困難 工會幫忙
林淑儀在訪問中憶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人居於木屋區，

打風的時候，工會成員會即時候命協助災民，例如解決漏水問題，
亦會落手搭屋；對於爭取加薪等工人權益工作，工會更是責無旁
貸。她表示，父親是一名司機，亦有加入工會，當時家庭環境困
難，父親又患病，手停口停，「工會向我們送上慰問金，又介紹父
親看醫生，令我留下印象」。
她續說，父親當年不時帶她出席「五一」及國慶聚餐，令她對工

會之事多一分了解，後來有鄰居介紹她去一間電子廠打工，更在對
方介紹下參加工會，後來更當選工會理事，1986年再獲推選為工聯
會副理事長，一步一步踏上她的工會路。

剛強領袖 家中賢妻
林淑儀為工人爭取權益時，表現出其剛強一面，但原來回到家

中，她亦是一名愛好下廚的好太太、好母親，「一家人各有各忙，
每個月只有一至兩晚有機會下廚，一家人共晉晚餐，我最拿手煮蕃
茄、蒸肉餅及煲冬瓜湯」，又笑言自己身為工聯會新任會長，她對
街市及超市的食物價格了如指掌，「想考我，無咁容易」。

■林淑儀指

出，隨 社

會 不 斷 轉

變，工會亦

要 與 時 並

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西九新動力」等團體，昨於旺角舉辦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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