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豈容肆無忌憚衝擊中聯辦挑戰國家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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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聯辦正常運作是警方責任
事實上，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

構，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當中包括促進香港與

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

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承辦中

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責任重大。然而，近年

反對派及部分社運人士不時到中聯辦門外示威，而且

更有激烈化趨勢，在門外大聲叫囂，抬棺材，大撒

「溪錢」，多次點火意圖焚燒國旗區旗，還向中聯辦內

投擲物品，不但嚴重影響中聯辦的正常運作，威脅中

聯辦員工和其他進出人士的人身安全，而且有辱國家

尊嚴。因此，中聯辦的保安工作得到警方充分的重

視，乃是應有之義與必要之舉。

國際人權公約明確指出，各項自由權利是附帶有義務

和責任的，不能只享權利，不談義務。任何法治社會對

於遊行示威都會有一定限制，以免影響市民的正常生

活。市民在享受遊行自由的同時，也必須遵守有關法

例，並且不能因為遊行示威而干擾其他機構的正常運

作，威脅機構員工的人身安全，製造各種混亂，這些行

為都是濫用了遊行自由。

外國國家機構都受到嚴格保護
事實上，在外國，一些代表國家的機構都受到嚴格

的保護。韓國《關於集會及示威之法律》第七條規

定，任何人均不得在國會、總統官邸、法院、大使

館、市政廳、火車站等廳舍或宅邸周圍二百公尺以內

之場所進行室外集會或示威。美國禁止在白宮門前舉

起橫額進行反美示威，否則立即會逮捕。2005年11月

17日，美國警察逮捕希恩等示威者的理由是違反遊行

規定，未經允許就在白宮這等國家重地附近「撒野」。

英國2005年已制定法例明文規定，在國會附近示威必

須申請，否則犯法，另外也明令不得使用揚聲器。這

些例子說明，儘管在自稱民主的國家，對於示威遊行

也有極為嚴謹的限制，更不容示威人士在政府機構、

大使館等門前進行抗議。

衝擊中聯辦是挑戰中央政府權威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一國」是

前提，中聯辦則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駐機構，以遊行

示威針對中聯辦，甚至暴力衝擊中聯辦，都是不尊重

中央人民政府、不尊重「一國」的表現。中聯辦大樓

及其所屬範圍，有代表國家主權的意義，有關方面拒

絕有關示威是理所當然。而且，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

聯絡機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和進出人員的安全必須得

到切切實實的保障。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也具有

這樣的性質。根據現行法律，香港的司法機關和治安

機關，有責任保障這些代表中央的機構正常運作，不

能受到任何人闖入和暴力衝擊，這

說明警方對中聯辦的保安工作高度重

視，完全是有必要的。

「民陣」要求拆除中聯辦門前的花槽，其理由是中聯

辦門口的行人路只有三米闊，令到示威者活動受阻，要

求拆除及擴闊。然而，在中聯辦門外的行人路闊度符合

法例要求，而設置花槽也不過是為了美化市容，與妨礙

示威人士根本沾不上邊。根據《運輸策劃及設計手

冊》，流量每分鐘六十人以下的行人路，路闊最少只需

兩米，而中聯辦門外的行人路，即使早上最繁忙時段流

量只有每分鐘八人，故路闊三米已符標準。同時，政府

在路邊設置花槽美化市容是十分正常的事，不單是中聯

辦，其他政府機構同樣有類似安排，難道在中聯辦門前

就不能有什麼裝飾？這種說法不但荒謬，而且更凸顯有

關人士的專橫霸道，以此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

香港是擁有言論、集會、示威、遊行權利的多元社

會，「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公認的示威遊行原則。

但是，一些人在享受到遊行自由的同時，也應該有所約

束，自覺遵守法律，更不能因遊行而影響其他機構的正

常運作。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代表「一國兩

制」下的「一國」，某些人表達意願時，必須在不影響

中聯辦正常運作之下進行，更應尊重中聯辦代表的中央

政府權威和尊嚴。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裁定民陣的上訴勝訴，批准他們可以在中

聯辦外舉行集會及遊行。這有違過去判決，在做法上並不適當：一是中

聯辦門外的行人路較狹窄，不適合進行大型示威，過去警方以危險為由

拒絕遊行申請是有道理的；二是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

構，正常的工作秩序必須得到保障，代表國家的尊嚴必須得到維護。那

種不尊重「一國」、以衝擊中聯辦工作秩序、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為目

的的示威，是不能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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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旅港商會監事長

僭建村屋擬限自住
免清拆無家可歸
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已爭拗多時，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下午再與候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會面，為解決僭建問題作努力，並於會面後表明，希望

能以「軟㠥陸」的方式解決新界僭建問題。據了解，鄉議局和發展局仍

在積極研究如何以情理兼備的方法解決問題，其中一個考慮方向是，先

將有關涉及「僭建」的村屋「釘契」，限制其買賣作牟利用途，又避免

出現許多村民因清拆有關「僭建」而「無家可歸」的問題。同時，鄉議

局方面亦希望循法律途徑，釐清村屋地契是否可建高於三層的法律問題。

據悉原本決定於本月23日在市區舉行的
「申訴大會」，鄉議局暫時決定押後，

希望為雙方進一步商討解決方法，營造較
和諧的氣氛。

發叔晤梁倡「軟㠥陸」
發叔昨日下午專程到舊政府總部的候任

特首辦，與梁振英會面約一小時，討論包
括村屋僭建問題等新界事務，並提供意
見。他於會後坦言，希望能以「軟㠥陸」
的方法解決新界僭建問題，強調「無論是
為了求和諧，還是求發展，鄉議局都會加
以配合」。

據了解，發展局初步計劃於6月30日開始
向4層或以上的「僭建」村屋發出清拆令，
而鄉議局方面則會協助有關村屋業主向建
築物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希望利用需時
約數月的上訴期，繼續與當局商討「軟㠥
陸」的解決方案。現時鄉事方面認為，按
照在1972年前俗稱「舊契」的「集體官批
地契」下興建的村屋，並沒有設高度限
制，但發展局則認為，有關村屋不能高於3
層，否則會視為僭建處理。

轉售前須先拆僭建物
鄉議局與發展局早前再就處理村屋僭建

問題舉行會議。考慮到許多居於「僭建」
村屋的村民因年齡及財力問題，一旦有關
村屋被清拆，可能出現新的居住問題，當
局其中一個願意研究的方向是，先將有關
「僭建」村屋「釘契」，令其無法進行買
賣，限制有關村屋只能為這些村民自己居
住。若他們未來想要賣出有關村屋，則必
須先進行清拆相關「僭建」，符合現有法定
要求，才能取消「釘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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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今為駐台經貿辦揭幕 梁振英：果斷做事唔使狼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直積極
參與內地發展，原來這一切都是
受到當年中學老師的一句話的鼓
勵。CY昨日於網誌上分享自己關
心國家的點滴，坦言自己重視教
育，知道老師的貢獻，更知道教
育事業的神聖，「一位老師的一

句簡單說話，對一個12歲少年的影響
非常深遠，也令我終生受用」。

推薦書籍鼓勵了解國家
CY早前回到母校英皇書院，出席

舊生會為他舉辦酒會祝賀當選行政長
官。他向母校老師們送上一本對他意
義重大的大型畫冊《錦繡中華》作為
小禮物，又坦言：「沒有母校英皇書
院，沒有今天的我。」
話說，CY於1966年升讀英皇中學，

當時的中文老師陳嘉上課如教大學生
一樣，不講課本內容，而是介紹國
家、民族和社會觀念，還有知識分子
的責任等。第一堂對他印象最深的
是，陳老師提到圖書館的一本《錦繡
中華》，鼓勵他們看書、認識國家的
重要。「當天中午，我匆匆吃過午
飯，衝入圖書館找這本畫冊，但不在
書架，原來已經有幾位同學搶先仔細
翻看。」
故此，當他於1977年領到人生第一

份薪金後，便到書店買了慕名已久的
《錦繡中華》。「這本書伴隨我走過35
年，自從內地改革開放後，我有機會
實地印證書中的名山巨川和古物古
跡，也讓我想了很多國家的過去、今
天和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對有報道指，清華教授林泰稱，香
港如今太「三權分立」，使行政效率下
降，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
誠亦指，「梁振英應該發揮狼性」。候
任特首梁振英被問及二人言論時說，
《基本法》清楚說明了行政立法關係及

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故不宜只以「三權分
立」幾個字把大量條文高度濃縮，他認為

「行政主導」是設計原意。
他又指自己沒有在場聽到原話，但向來

抱持為市民服務的宗旨，例如在關於2013
年停收雙非等問題上，政府「不應拖拖拉
拉，要果斷做事」，「手腳快少少並不需要
狼的，可以為市民做好服務，令整個社會
發展好一點，相信是700萬人的共同願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台交流近年不斷增加，香港在台北的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亦將於今日正式開
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再度以「港台
經濟文化協進會榮譽主席」身份訪台，其
間會與台灣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董事長林振國見面，以及主持「經貿文辦」
的開幕禮。

財爺此次將會訪台3日，主要是與林振國見
面。他於抵台後表示會與林振國見面，總結過
去兩年來工作上的成果，以及展望未來工作方
向。他亦會與台灣一些金融界的朋友見面及參
觀民創產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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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揚言再提休會待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

量」立法會議員罔顧民意，公開呼籲反對
派聲援「拉布戰」，反對派反應冷淡兼趁機
打「民生牌」撈油水，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繼黨友余若薇提出休會待續被議會否決
後，聲言已獲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將
於明日大會再就議席出缺條例草案提出休
會待續。不過，政府及建制派議員不予認
同，重申立法會應盡早表決議案。
人民力量昨日公開呼籲反對派加入「拉

布戰」，余若薇在接受傳媒查詢時未有正面
回應，只稱呼籲市民以一人一信方式，向
特首曾蔭權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表達政府應撤回草案，以及應先處理其
他重要法案云。其後，梁家傑卻稱，這兩
星期以來，社會認為立法會應先處理民生
有關議題的呼聲愈來愈強，但估計當局無
意主動提出休會待續，故他會在明日立法
會大會上，再就議席出缺條例草案，提出
休會待續。

譚志源：本周應表決
譚志源表示，明白社會上有三成至四成

市民反對該草案，但同時有逾五成市民希
望當局能盡快堵塞漏洞，他相信梁家傑的
出發點是出於好心，但余若薇於上周提出
相同議題已遭否決，看不到再提議案有何
幫助，認為討論已進入第三周，本周應展
開投票階段。

葉國謙質疑言語誤會
負責協調建制派議員出席會議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對梁家傑的講法表示
非常詫異，因為秘書處仍未知悉，估計可
能出現言語誤會。他又稱，立法會上周已
用4小時討論休會待續，不認為曾鈺成會批
准，否則建制派會有很大反響，曾鈺成需
要提出有力理據，而建制派希望議席出缺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因此在任何情況下，
都反對休會待續。
民主黨及工黨則支持梁家傑的建議。民

主黨主席何俊仁聲稱，政府應以公眾利益
為依歸，先討論其他民生議題，民主黨不
會參與拉布，亦不會幫建制派湊夠人數。
工黨主席李卓人指，反對派希望「營造壓
力」，迫使政府收回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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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居所入住後無改建
有報道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位於

加列山道的住所有違規建築，周一嶽昨日

發表聲明重申，他於2004年遷入該住所至

今，報道所指涉違規建築的範圍，沒有施

行任何改裝或加建工程。為消除一切疑

慮，他已與屋宇署跟進當年的視察紀錄，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亦會委託專業認可人

士視察該單位。

周一嶽在聲明又指，整幢大廈曾於2008年進

行維修，在工程進行前，屋宇署曾視察整幢樓

宇，並指出他的住所內防風閘應要拆除。該防

風閘是他入住時已有的設施，在得悉有關意見

後，已即時將防風閘移去，屋宇署其後再沒有

指出該單位有其他需要跟進的項目。　

屋宇署昨日就派人到周一嶽加列山道住所視

察，正研究是否有違例建築。署方表示，如果

發現有違規情況，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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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訪仙台慰問災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繼續訪日行程，昨日在日本仙台
親身了解去年大地震和海嘯所造
成的破壞及當地的復甦進度，並
與宮城縣知事會面。
蘇錦樑在訪日第二天早上拜會

宮城縣知事村井嘉浩，他傳達了
香港市民對縣內去年大地震及海嘯受
難者的問候；又欣見宮城縣居民的生
活逐漸回復正常。村井嘉浩則感謝香
港人慷慨行善，支持受影響日本人
民。
蘇錦樑也參觀了在海嘯中嚴重損毀

的中野小學校。他隨後訪問中野小學
校學生的臨時校舍，該校舍現時容納
了原校的86名學生就讀。校方安排了

由學生擔綱的太鼓表演，蘇錦樑對學
生充滿活力的演出十分欣賞。蘇錦樑
又從探訪中感受到學生的幹勁和勇
氣，相信他們定必成為日本迅速復甦
的強大力量。

今出席高峰論壇演講
蘇錦樑今日將在香港貿易發展局於

東京主辦的「邁向全球　首選香港」
高峰論壇，及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
事處策劃的創意亞洲論壇上發表主題
演講。他將參觀「天天向上」塑像
展，欣賞香港和日本的設計師和學生
交流的創意作品。此外，他將出席日
本香港友好議員聯盟午餐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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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昨日與梁振英會面，討論包括村

屋僭建問題等新界事務。 資料圖片

■蘇錦樑(左二)參觀了在海嘯

中嚴重損毀的中野小學校。

■梁振英日前向母校

英皇書院送贈一本

《錦繡中華》。候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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