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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㠥立法會選舉投票日臨近，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

育，由「反國教」、「反洗腦」，變本加厲演變成「反愛

國」、「反赤化」和「去中國化」。這反映反對派缺乏政

績、議題單一，拿不出像樣的往績和政綱來競選，黔驢

技窮之下，不惜走火入魔，乞靈於麥卡錫和陳水扁上

身，企圖在香港社會製造「恐共反赤」的麥卡錫式白色

恐怖，企圖在香港仿效民進黨操弄族群分裂導致香港社

會矛盾、分化和衝突。這是拿市民的福祉和社會的和諧

來作反對派選舉操作的賭注，必將引起廣大選民的警惕

和抵制。

公民黨「反赤化」綁架民主黨「反國教」
反對派麥卡錫和陳水扁幽靈上身，其過程是教協和民

主黨為選舉操作掀起「反國教」甚至號召罷課罷教，激

進反對派公民黨趁機以「反赤化」綁架民主黨。開初，

教協高調鼓吹罷課或罷教，惹起全城強烈抨擊。除了全

港18區家教聯會代表一致達成反罷課共識外，多個大型

辦學團體亦表態反對以罷課罷教威逼政府撤回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教協煽動罷課罷教，但備受批評後

口風已經放軟。而公民黨、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政團就

向教協施加壓力，逼迫教協「即時決定罷課」。

眾所周知，教協與民主黨是兩位一體的關係。「反國

教」甚至罷課罷教，令中間選民大為反感，對民主黨十

分不利。民主黨被公民黨捆綁，只能是讓覬覦民主黨票

源的公民黨大舉入侵自己的基本盤，為公民黨作嫁衣

裳。

公民黨「反赤化」祭出麥卡錫殭屍
公民黨「反赤化」綁架民主黨「反國教」，公然祭出

麥卡錫殭屍。公民黨8月12日舉行造勢大會，以「擋住

香港赤化」為口號，黨魁梁家傑聲稱該黨不會對逐漸赤

化的問題坐視不理，會繼續要求當局撤回洗腦國民教育

科，呼籲市民用選票「還以顏色」，捍衛「港人治港」、

阻止立法會被染紅，向中聯辦治港說不云云。公民黨五

區團隊加上法律界功能組別參選人，各以不同範疇的

「反赤化」作主題。被公民黨和其他激進反對派操控的

所謂「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借國民教育議題

踐踏教育尊嚴，挑動族群分裂，製造社會仇恨，為反對

派選舉造勢。

美國參議院2003年5月5日公布了塵封近50年的秘密聽

證會紀錄，顯示麥卡錫以咆哮、威脅、恐嚇的手法對付

每一個證人，刻意製造白色恐怖，朝野束手，人人自

危，形成美國歷史上最羞恥、最黑暗的一段歲月。公民

黨和激進反對派「反赤化」綁架民主黨「反國教」，公

然祭出麥卡錫殭屍，套襲麥卡錫主義邏輯，聲稱所有不

同意「反洗腦」、「反國教」、「反赤化」謬論的人，就

是「被洗腦」、「被赤化」，甚至是「土共」、「港奸」，

企圖使香港籠罩在精神分裂的白色恐怖中。

公民黨今次的競選口號「擋住赤化」、「還以顏色」，

是企圖把美國歷史上的麥卡錫主義和美國現在搞的「顏

色革命」結合起來。麥卡錫主義早已臭名昭著，而美國

現在搞的「顏色革命」，給相關國家帶來的結果是，政

局混亂、經濟滑坡、國家分裂、民不聊生。公民黨「反

赤化」祭出麥卡錫殭屍，又企圖配合美國的指令在香港

搞「顏色革命」，手段卑鄙，用心險惡，嚴重危害港人

福祉。

「去中國化」拾陳水扁唾餘搞「港獨」

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由

「反國教」到「去中國化」，是在

拾陳水扁和民進黨唾餘。「台獨」勢

力「去中國化」的目的，是要使台灣島上看不到與祖國

大陸有血緣關係和歷史淵源的標誌、符號和記錄，並且

逐步從島內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

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如果做到了這一步，

就等於在台灣民眾心中實現了真正的「台獨」。香港反

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千方百計「去中國化」，底牌和

「台獨」勢力並無二致。「台獨」勢力把「去中國化」

毒手伸向教科書，是想把台灣的教育變成「台獨」思想

教育；同樣，香港反對派把「去中國化」毒手伸向國民

教育，是企圖把香港的教育變成「港獨」思想教育。

實際上，香港激進反對派一直在搞「港獨」。早在

2002年12月，以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為重要成員

的大律師公會，已拋出「民族自決」論，公然主張搞

「港獨」分裂國家。公民黨和社民連在政治上的「顯性

獨港」，最突出的是策劃和參與違憲違法的「五區公

投」。「五區公投」的實質，是激進反對派在政制發展

上對國家憲政體制的挑戰，是具有「港獨」傾向的危險

玩火行徑。反對派妖魔化國民教育搞「去中國化」，是

其「港獨」思維和立場的再一次暴露。　

這次立法會選舉，對5年後香港走向雙普選的政治生

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兩地關係發展，都十分重

要。選民應用手中神聖的一票，把麥卡錫和陳水扁幽靈

上身的惡劣政客掃進歷史垃圾箱，支持具建設性和正義

的力量，讓新一屆立法會推動香港重回理性、務實的軌

道，向上提昇而非向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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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已不足兩周，相對於過往立法會選舉，今屆

反對派的選舉策略明顯是黔驢技窮、走火入魔，公然搬來早已臭名

昭著的麥卡錫「恐共反赤」的武器，並拾陳水扁「去中國化」的唾

餘，企圖誤導、分化和恐嚇市民，挑動兩地對立，同時掩蓋反對派

在經濟民生上有破壞無建設的劣跡。選民應用手中神聖的一票，阻

止麥卡錫主義在香港借屍還魂，防止陳水扁和民進黨挑動族群分

裂、製造社會仇恨的悲劇在香港重演，同時，支持正義理性務實的

候選人，讓新一屆立法會少一些麥卡錫和陳水扁幽靈上身的險惡政

客。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反對派「反赤化」麥卡錫上身 「去中國化」拾陳水扁唾餘

■劉夢熊

出頭機會少 付出需更多
梁美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嘆言，

女性的從政路每一步都很艱辛：「香港社
會很發達，女性地位普遍都很高，但在政
界、高教界及商界頂級職位，女性機會仍
然較少。」身為立法會內少數的女議員，
她往往要付出很多心思、氣力，勇氣及魄
力都要較男士多幾倍，要「做到101分」方
能得到市民的肯定。因此，她在過去4年的
任期內一直很勤力。

她說，自己有法律背景，令她有機會在
法案審議時一展所長，「每次立法會要開

始審議一條條草案或法案時，『經濟動力』
都會問一問我，叫我參與。可能法案審議
工作很悶，有很多同事都興趣不大，但我
就甚麼都樂意參與，所以4年來參與了不少
法案和條例草案的審議」。

建制派乏法律專才孤軍作戰
不過，梁美芬亦坦言，在草案審議期

間，她有時也不免會感到「獨力難支」，因
建制派議員中有法律背景者較少，但反對
派陣營就有很多是律師或資深大律師，

「在草案委員會內，我講了意見後就無人能
夠接波，反對派議員就不同了，可以一個
接一個地互相呼應，令我很多時候感到自
己在孤軍作戰」。

要數到議會最令人感到不滿的，還是目前
會內由反對派帶起的劣質文化。她說，自己
一直被視為建制派議員，面對挑釁也相對較
多，而有部分人更明顯不尊重女性，「我

（未入立法會）以前都俾人改花名，但都係
善意㝍，例如將『美芬』的諧音改做『米
粉』，但我進入議會後，就被某些同事改花
名做『鼠王芬』，將我當時處理過社區鼠患
問題來借題發揮」，有議員則「一味靠惡、
靠大聲」，動輒出動語言暴力不時以人身攻
擊、大聲辱罵等招數，來騷擾其他議員的發

言，甚至打壓他人的言論自由。
梁美芬強調，民主，本來是應該讓不同

意見的群體及代表都有發表意見的自由，
就算大家政見不同，也應該尊重他人的意
見，讓大家有充分時間討論，各自詳細講
述本身的立場及看法，但議會內就有人打
㠥「民主」旗號，聲言保護女權，實際卻
講一套、做一套：「任何一名受過法律訓
練的人都知道，同一件案件可以有10多種
法律意見，為何不是跟他們的觀點相同就
要加以批評及攻擊？」

盼市民支持改議會辱罵劣風
不過，要讓今年9月9日選出的立法會不

再重蹈過去4年爭拗不斷而導致香港社會
經濟、民生發展停滯不前的覆轍，「唔能
夠單靠把口講，要有實際行動」，而要改
變，就一定要有「先行者」，她希望自己
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連任，讓她和其他同
事共同努力，去改變議會文化，建立一個

「有風度、有禮貌」的議會，才能為香港
的女性以至全港市民，走出一條康莊大
道。

九龍西候選名單還包括黃以謙，黃碧
雲，譚國僑，黃逸旭，蔣麗芸，黃毓民，
林依麗，毛孟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再度參選的立法會資訊
科技界候選人莫乃光日前被

「踢爆」在擔任香港互聯網
註冊管理公司(HKIRC)董事
時兼任DotAsia顧問，是因
涉利益衝突被逼辭職，但
他仍然「死撐」指無涉及
利益衝突。有知情網民
昨日在「香港討論區」
上貼出一封HKIRC當年
的法律顧問意見書，踢
爆莫乃光「講大話」。
有 關 律 師 信 顯 示 ，
HKIRC當時曾研究就
莫乃光的兼任問題涉
及的利益衝突進行
民事索償，相關法
律意見亦認為，莫
乃光的兼任行為明
顯對HKIRC造成了直接
利益衝突，並建議HKIRC要
求莫乃光辭去董事職務，又或舉行特別股東大會，開除莫乃光。

收兩家茶禮死撐無衝突
HKIRC於2000年後主力推動香港本土域名「.hk」的業務，時任董事的

莫乃光後卻兼任管理「.asia」域名的DotAsia顧問。至2004年，莫乃光被迫
辭去兩間公司的職務，風波才一度平息，但他多次聲言自己「是因為不滿
HKIRC的管治而離開」。但早前於一選舉論壇上被另一候選人譚偉豪揭
發，莫在任HKIRC董事時，又兼任DotAsia的顧問，涉及利益衝突。惟莫
乃光仍堅持辯稱，自己無涉及利益衝突。

不過，有知情網民昨日於網上討論區貼出一封HKIRC當年的法律顧問
意見書，力證莫乃光再度「講大話」。信中顯示，HKIRC當時研究對莫乃
光兼任問題進行民事索償，並尋求法律意見。而回覆的法律意見指出，
DotAsia與HKIRC有直接的利益衝突關係，莫乃光作為HKIRC董事，卻成
立DotAsia，明顯地違反了他對HKIRC的信託責任，特別是莫乃光的兼任
並沒有得到HKIRC的同意，認為莫乃光於事件中存在利益衝突。

有關法律意見亦認為，莫乃光違反了作為HKIRC董事的保密責任，包
括商業策略、財務情況等機密資料，都被透露予DotAsia。雖然HKIRC與
董事間沒有保密協義，但在普通法下，董事有法律責任保密公司的資料。

被炒魷魚反稱炒公司魷
該法律意見又建議，HKIRC要求莫乃光辭任董事職務，否則應舉行特

別股東大會，開除莫乃光的董事職務，即無論莫乃光願意與否，HKIRC
都會開除他的職務，與他是否滿意HKIRC管治無關。又要求對方宣誓說
明沒有擁有HKIRC的保密資料，和書面承諾不會使用這些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運動
健兒在倫敦奧運取得理想的成績，在香港
掀起了一股運動風。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在其最新網誌中表示，政府在今個
財政年度對體育總會的資助已增至接近2.5
億元，而要進一步發展體育運動離不開基
建：多項重大體育基建正在展開，包括在
將軍澳興建香港首個室內單車場，及重建
維園和觀塘游泳場館。當局並正開展顧問
研究，探討啟德發展體育園區的建造及融
資安排，工程將包括主、副運動場和室內
競賽場館。

本財年資助體總2.5億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中表示，香港奧運大

軍的整體表現，贏得香港市民的衷心讚
譽，除了獲傳媒廣泛報道的單車隊、乒乓
球隊、羽毛球隊外，有部分較少人注意的
運動項目，香港運動員也取得難能可貴的
突破。

身為劍擊愛好者，他就大讚香港6位劍手
今屆均取得奧運入場券，參加了全部6個單
人項目，在男女子佩劍、花劍、重劍的比
賽場上，都可以看到香港劍手的矯健身

影，「單是這樣的參賽陣容，就已經為香
港的劍擊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表現令港
人自豪。

曾俊華強調，香港近年屢次在國際體育
比賽中取得突破，特區政府也不斷增加對
體育運動支持的力度，並在歷年《財政預
算案》中都為推動香港的體育運動發展投
入更多的資源，如在2012/13財政年度，當
局就將對體育總會的資助增至接近2.5億
元，來培訓運動員和舉辦比賽。

發展體育離不開基建
他續說，發展體育運動離不開基建，多

項重大的體育基建都正在進行，並會繼續
推行在啟德發展體育園區的籌備工作，目
前正進行顧問研究，並探討最合適的建造
和融資安排。

曾俊華說，他很高興看見越來越多年輕
人選擇了向精英體育的方向發展，特區政
府會繼續給予支持，並期待運動員可以進
一步取得佳績，更希望運動員的刻苦堅
毅、永不言棄和公平競爭精神，會激勵更
多年輕人在不同領域向各自的目標勇往直
前。

香港文匯報早前接獲讀者投訴，指
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涉嫌逼澳
洲法醫學教授，在審視內地「民運人
士」李旺陽的自殺案要針對內地的官
方說法。李卓人昨日在親反對派報章

《蘋果日報》回應事件時，就以本報的
翻譯字眼「不準確」、「斷章取義」為

由，聲言自己「清白」，又稱是次事件是由
「國家級黑客盜取其機密電郵」引起的。有
市民就批評李卓人試圖轉移視線來為自己

辯解，證明他「姓賴」。
由被「維基解密」踢爆為香港「反對派

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老闆主導的
《蘋果日報》，於昨日刊出了李卓人就涉嫌
試圖教唆澳洲法醫學教授Stephen Cordner

「作偽證」的辯解。他在訪問中大玩文字遊
戲，稱有關電郵並沒有要求對方「推翻」
內地官方的結論，而是要求對方「挑戰」，
是「斷章取義」。

李卓人並試圖轉移視線，聲言該電郵

「應該是由黑客盜取」的，又稱自己曾接獲
電郵服務供應商的「警告」，其電郵被「相
信來自國家級黑客的攻擊」，並將之與今年
的立法會選舉扯上關係。

不過，有關報道中並未刊出李卓人的電
郵全文來證明他的「清白」，而其似是而非
的辯解，更未能取信於民。在昨日網上討
論區，多名市民留言狠批李卓人是在「作
故仔」，試圖轉移視線。

有網民說：「佢（李卓人）話人斷章取
義，即係有報道內㝍行為啦，即係間接承
認自己造假！」「不斷搵定下台階，準備選
唔到姓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爺度橋啟德起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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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60名議員中，只有9名女

議員，比例仍然偏低。身為其中一

位女議員、在今年立法會選舉競逐

連任的梁美芬，在向香港文匯報回

顧自己過去4年的議會生涯時坦言，

女性相對柔和、溫婉和有耐性，擔

任常與人接觸、商量的議會工作實

際上極為適合，但香港社會受到傳

統思想的影響，實際情況剛好相

反：立法會仍然以男性為中心，女

性要付出更多的勇氣及魄力，才會

令市民覺得她「有做㝚」，還要應付

目前議會的暴力文化。不過，她願

意繼續以身為大律師的專業知識，

和努力工作的表現當「先鋒」，為後

來者走出一條路：「我好願意接受

這個挑戰，希望能夠為女性參政開

出一條康莊大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拓女性參政路
梁美芬敢去闖

李卓人拒認教唆 市民批「姓賴」

女性候選人系列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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