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不識「德」「賽」先生
青年民建聯於今年4月16日至30日利用網上問

卷形式，訪問了327名11歲至35歲香港青少年對
五四精神的看法。在受訪者中，有66.4%表示知
道甚麼是五四運動，但當被問到「你知道五四
精神是代表『德先生』和『賽先生』嗎」，只有
36.7%青少年表示知道，餘下63.3%表示不知
道。同時，有73.4%受訪者認為香港青年沒有繼
承愛國和關心社會的精神，26.6%認為有繼承。

60%無參與五四青年活動
調查並問及受訪者過去在哪裡參加過五四青

年節活動，有60.2%表示從未參加過，分別有

22.6%、16.2%、0.9%表示透過學校、內地交流
團、其他團體參加過五四青年節活動。就香港
政府對青年宣傳哪一項社會責任做得最不足
夠，55.1%青少年認為「對香港的承擔」宣傳得
最為不足，36.7%認為宣傳「對國家發展的關注」
最不足夠，比率遠超其餘3個選項，包括對家庭
成 員 的 關 懷 （ 3 . 6 7 % ）、 對 環 境 的 愛 護

（2.75%）、其他（1.83%）。

陳威雄倡課本增內容建公園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陳威雄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在教育制度裡
並沒有㠥重教授有關五四運動的內容，學校課
程中較少提到五四運動，故建議特區政府應該
從四個方向㠥手，包括重新檢視現有教科書，
增加對五四學運的篇幅；為五四青年節設立學
校假期，使學生在課餘時間參加五四青年節的
慶祝活動認識五四精神；特區政府主導舉辦大
型慶祝活動，加深青年對五四的認知；仿傚西
營盤的中山紀念公園，興建一個以五四學運為
主題的公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聲稱在公
共屋㢏張貼海報時，被房屋署

「政治審查」，更揚言這與候任特
首梁振英上場有關。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鄭汝樺強調，有個別公共
屋㢏在處理展示宣傳品的申請時
出現一些不一致的情況，經調查
後，房屋署發現這些情況是由於
有個別屋㢏管理職員因剛接手工
作而未能即時熟習有關處理展示
宣傳品的指引，與任何決策局、
行政長官辦公室或候任行政長官
辦公室無關。

鄭汝樺澄清政府無干預
鄭汝樺昨日在書面回覆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提問時重申，房屋署
會本㠥中立、透明和公平的原則
來處理展示宣傳品的申請，所有
符合既定安排的申請均會獲得批
准。然而，公共屋㢏內布告板可
供使用的空間畢竟有限，房屋署
必須訂定一套使用守則，以確保
布告板的可用空間得以公平分
配，讓合資格人士均享有同等發
放資訊的機會。

她續說，在2011年，房屋署接
獲個別人士的投訴，指曾有宣傳
品對其作出惡意批評。為了堅守

宣傳品不應該被用作批評任何立場的人士的基
本原則，房屋署在2011年7月釐清有關安排的
使用守則，清楚說明宣傳品不可對個別人士或
團體有負面或貶斥評語。這做法亦符合房屋署
設置布告板的一向目的，便是要提供一個簡便
的資訊平台。這些布告板並不是用作批評個別
人士或團體；或讓個別人士或團體互相批評。

日後總部審批防大細超
另外，房屋署已加入了一項新措施以盡量避

免不一致的情況再次出現。凡宣傳品具有爭議
性的內容，相關的屋㢏辦事處須將有關申請提
交房屋署總部的房屋事務經理審批，倘申請人
不滿意審批結果，他們可要求將個案交由總部
的總房屋事務經理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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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特區政府換屆僅剩不足兩個月，如何

在新特首上任時實現政府架構重組，備受關

注。反對派議員於4月30日與候任特首梁振

英會面時，要求梁振英就3司2副司14局的新

架構諮詢3個月，並稱若當局堅持於6月中

「硬闖」立法會要承擔政治後果。這顯然是

想通過諮詢引發政治角力，使架構重組拖而

不決，會影響政府順利換屆和新特首落實政

綱。

架構重組並無作全社會諮詢的先例
實際上，自從香港回歸以來，政策局數目

增減、局與局之間的職能調整已做了數次。

這些工作、變化在回歸後發生過，甚至在回

歸前、未有問責制前亦已發生過，經常都有

局與局的調整，或有新政策局的設立。政府

以往換屆調整政策局數目，都沒有作全社會

諮詢。

回歸前，香港政府一直至1970年代初依然

是兩層架構，事無大小均由布政司決定，造

成行政效率低下。為此時任港督麥理浩於

1972年發表《麥健時報告書》，建議之一就

是將權力下放，在布政司和部門之間加入

「決策科」，負責制訂政策，並由各有關部門

負責執行。這些架構重組都沒有作全社會諮

詢

回歸後，特區政府架構名稱有所變動，主

要是將原「布政司署」改稱為「政府總

部」，「決策科」改稱為「決策局」、「資源

科」改稱為「資源局」。其時共有13個決策

局及2個資源局。其後部分部門曾被整合，

當中較重要的是1998年成立新的決策局資訊

科技及廣播局和解散文康廣播局；2000年成

立環境食物局，規劃環境地政局改名為規劃

地政局和將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解散，

並以新成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

衛生署取代。這些架構重組也沒有作全社會

諮詢。

2002年7月1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實施

高官問責制，決策局因此被徹底重組，重新

設立11個決策局，外界將之與三位司長合稱

「3司11局」。到了2007年7月1日曾蔭權連任

時成立發展局，變成12個決策局，改稱為

「3司12局」，也沒有進行社會諮詢。新安排

所需要的政策文件和財政撥款，是由曾蔭權

連任前的政府做妥，曾蔭權2007年連任時馬

上就可按照新的架構運作。而且，梁振英此

次架構改組的建議，不是擴大問責制，而只

是增加兩名副司長及兩名局長，公務員不但

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可能多了升遷和發揮作

用的機會。

對架構重組擋路拖延後果嚴重
反對派議員聲稱梁振英沒打算就有關建議

諮詢市民及公務員意見，完全違反事實。梁

振英架構重組的建議是經過競選時與很多界

別討論，之前亦已諮詢了將受影響的4個政

策局，並與公務員舉行了2次會議。架構重

組建議反映了社會的訴求，同時反映梁振英

政綱的優次，亦得到現屆政府公務員的支

持。因此，今屆政府和公務員會全力無縫地

配合候任政府，令到整個立法和撥款程序得

以順利進行，可以趕在7月1日前全部程序完

結。

反對派要求梁振英就新一屆政府的架構重

組諮詢3個月，不僅沒有先例，而且其目的

是要製造爭論，使架構重組變成一場沒完沒

了的政治角力。若架構重組在7月1日前未能

如期完成，整個新班子不可以在7月1日同時

上任，梁振英的政綱和施政報告就不可以落

實，而要拖在年底時可能才重組架構。如果

這場政治角力延續下去，整個新政府就可能

遲遲未能開展工作。其結果不難想像：就是

整個新政府沒有上場就已成為「跛腳鴨」，

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全面開展工作。這樣的後

果十分嚴重，不僅政府運作大受影響，而且

工商百業乃至市民的正常生活都會受到衝

擊。

梁振英在政綱中提出改組現行政府架構，

由目前「3司12局」改組為「3司2副司14

局」，包括增設兩名副司長、設立新增的文

化局、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分拆為「資訊及

科技局」和「工商及

旅遊局」，並對多個政

策局職能作出調整。政務

司司長今後會掌管6個政策局的工作，財政

司司長的職能則大大提升，除管轄財經金融

事務外，還將增管房屋、地政、運輸及基建

等政策。

架構重組將為香港帶來新氣象
特區政府多年來未有做好跨部門統籌協

調與長遠規劃，副司長的設立可專職改善

這兩個弱項，並減輕司長的負擔。副政務

司司長統領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及文化

局，有利人口政策的研議及跨部門協調推

動新政策。副財政司司長則會專注推動

「十二五」規劃方面的工作，有利於促進兩

地合作，加快推進六大優產業的發展，以

提升本港的競爭力及創造更多知識型經濟

的職位。重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分拆為

「資訊及科技局」和「工商及旅遊局」，由副

財政司司長統領，體現此兩局有很強的互

補性，為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發揮更大作

用。可見架構重組利港利民，為香港帶來

新氣象，任何黨派和議員擋路拖延實不應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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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架構重組建議利港利民，有利加快決策過程，提高施

政效益，改善服務，適應香港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有助逐步解決香港的深

層次問題與矛盾，為香港帶來新氣象，因此任何黨派和議員都不應該擋路

拖延。所有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不分黨派，都應該盡快通過有關政府架

構改組的建議。建制派議員應排除反對派的阻撓，全力支持架構重組在7月

1日前如期完成。

架構重組利港利民 擋路拖延實不應該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港青多不知「五四」
青民促政府弘揚

特首評分升 支持率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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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獨市」李慧㠒憂市民無得睇倫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天便是五四運動103周年，內地多年來都十分重視五四青年節，反

觀香港就遜色得多。青年民建聯最新調查發現，在香港11歲至35歲青年中，有63.3%人不知道五四精神

是代表「德先生」和「賽先生」，60.2%表示從未參加過五四青年節活動，有73.4%更認為香港青年並

沒有繼承愛國和關心社會的五四精神。青民建議當局應重新審視五四事件在教科書的篇幅，特區政府

並應帶頭舉辦五四運動的大型慶祝活動。

「副學士係『崛頭路』？」
民記又有新片「上畫」。副學士
學位近年已成為莘莘學子的升
學「雞肋」，民建聯亦深明學子
們的求學艱辛，特別在實況網
劇《家家有求》第2集製作了一
套《副學士係『崛頭路』？》

講出許多副學士學生的心聲。民建
聯副主席李慧㠒並在片中提出三招
解決問題的建議，「我們要增加本

地津貼大學學位，
爭取內地大學認可
副學士的學歷，擴
闊副學士學生升學
渠道，為回內地升
學的副學士同學提
供助學金」。

民記新片以剛副
學士畢業的「阿仔」
為背景，展現出副
學士畢業生感到前
路茫茫之餘，遂以
打機、網路遊戲暫
時 逃 避 現 實 ， 而

「阿仔」的出路難
題 ， 更 令 家 人 困
擾。由於很多大學
都無足夠學位供給
副學士畢業生，又
有部分學科未能銜
接至大學課程，回
內地升學又要面對
學歷未必獲承認，
在本港找工作，僱
主對副學士的學術水

平存疑，令他們「高不成低不就」。

提三招解困
民記20周年會慶一連8集的實況網

劇《家家有求》，將於4月至7月期
間，在民建聯網頁及多個網上免費
平台播放，市民亦可透過下載民建
聯最新推出的DAB iPhone App、
iPad App和Android App收看短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2012倫敦奧運會將於7月尾揭
幕，香港市民都希望能夠觀看直
播，為運動員打氣。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李慧㠒就「急民所急」，在
大會上提出質詢，指關注到近日
取得奧運會獨家播放權的香港有
線電視因旗下免費電視台的牌照

申請仍未獲批准，或無法趕及奧運會
前完成程序。而兩間免費電視台至今
未主動與有線商討有關轉播奧運會事
宜，擔心本屆不少賽事不能經免費電
視頻道收看，並批評當局以商業利益
凌駕於公眾利益，要求政府日後與電
視台討論續牌時，考慮加入保障公眾
利益的條款，確保大眾可以免費觀看
各項重要國際賽事，建議政府研究以
公帑購入奧運會這類大型賽事的播放
權的可行性。

譚耀宗倡公帑買轉播權
李慧㠒提出質詢時，擔心最終奧運

未能在免費電視頻道轉播，嘆言：
「那些年等待奧運世界盃日子不再」，
又指這是推廣運動方面的嚴重倒退。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亦接力陳情指，自
己在2010年世界盃期間曾向局方提
出，邀請馬會一類大型慈善機構競投
轉播權，但最後亦沒有下文。該黨黨

團召集人葉國謙更批評，當局強調的
商業決定，對推動運動有負面影響。

面對同黨議員「群情洶湧」，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回應時說，國
際及地區大型運動比賽主辦機構一般
會將賽事播映權及轉播權，按該主辦
機構的政策及規章，以價高者得的競

投方式售予合資格的傳媒機構或其有
關聯的公司，由於奧運賽事播映權的
分銷安排屬「商業事宜」，故要尊重有
關廣播機構所作的商業決定，但呼籲
廣播機構在磋商轉播安排時，以廣大
觀眾的期望為依歸。

蘇錦樑：或損自由市場
至於可否在續牌時加入規範性條

款，蘇錦樑表示，這並不能確保觀眾
可免費觀看各項重要國際賽事，重申
基於競投賽事的轉播權屬商業決定，
認為透過商業磋商達致轉播安排是最
理想的做法。就世界盃及奧運會的轉
播權費，政府可以公帑購入的建議，
蘇錦樑指這可能涉及過億港元，動用
如此大筆公帑是否恰當成疑，還須考
慮此舉可能影響香港被譽為區內「最
開放自由的廣播市場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於4月17日至23日進行的調查發
現，1,034名受訪市民給予現屆特首曾蔭權的
最新評分為44.9分，較4月初同類調查上升0.3
分，其支持率跌3個百分點至20%，反對率增2
個百分點至72%，民望淨值為負52個百分比，
為其上任以來的最差數字。

在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方面，有22%受訪者
感滿意率，較3月16日至21日的調查下跌了5個
百分點，不滿率則增5個百分點至48%。

梁振英晤各界 政府有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工黨立法

會議員何秀蘭質詢有關候任行政長官在當選
後，如與中聯辦官員等各界會面商討的事項及
內容是否已妥善記錄及存檔，政務司司長林瑞
麟昨日於書面回覆中表示，候任行政長官與各
界人士會面的記錄，都按相關《規定》存檔。
但「我們一般不會公開、詳細評論政府與中聯
辦官員溝通的資料」。

林瑞麟於回覆中指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按行政署發出之總務通告第2/2009號《檔案管
理的強制性規定》管理檔案，現由一位總行政
主任負責有關工作。至於首任及現任行政長官
與社會各界人士會面的記錄，亦按該《規定》
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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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威 雄

（ 右 ） 表

示，民調發

現大部分年

輕人對五四

精神缺乏認

識，旁為李

世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家家有求》第二集《副學士係『崛頭路』？》

的宣傳海報。

■李慧㠒嘆言：「那些年等待奧運世界

盃日子不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