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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前日宣布接納「開展德育及國
民科」委員會的建議，擱置「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課程指引，但不撤科，希望反國教人
士給予學校寧靜空間自決開科，教育回歸教
育。國民教育爭議在社會上擾攘了一段時
間，家長和學校的關係因為反國教人士不斷
施壓而變得緊張並瀕臨撕裂，政府擱置指引
的決定，不但可讓學校把精力重新投放到教
學相長的過程之中，更是最大限度地回應了
反國教人士的訴求，但是反國教人士至今仍
力求撤科，死不妥協，剝削學校堅持設立國
民教育的權利，違反教育專業和國家推動國
民教育的國際慣例，毫無道理，只能暴露其
繼續為「去中國化」鋪路的目的。反國教白
色恐怖仍可能延續，各界需提高警覺，慎防
干擾，維持香港教育界的寧靜。
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藉反國教為立法會

選舉造勢的操作，使個別已計劃設科的學校
受到反國教人士製造的白色恐怖困擾，一直
不敢張聲甚至被迫暫不設科，家長和學校關
係緊張。政府顧全香港教育大局，至今已多
次回應反對者的訴求，現時更宣佈擱置指
引，指引不會成為教學依據，也沒有強制學
校設科。梁振英表示，希望今次決定，可以
平息爭拗，重建互信，教育回歸教育，學校
不受干擾，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教科。學校
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可回復獨立的教育專
業決定。

堅持撤科侵犯教學自主
事實上，梁振英已說明不撤科是為了顧及社

會的多元背景，以保留學校開科的權利，國教
科不存在撤科與否的問題，政府也不會就課程
提供任何官方指引。不過，反國教人士並沒有
因為政府的決定而表示任何妥協的誠意，民間
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和其他反國教衛星組
織，仍堅持要求撤科，大聯盟並會如期下周三
在政府總部外集會，甚至繼續意圖剝削學校自
由教授國民教育、學生接受國民教育的基本權
利，這便完全違反學校的教學專業自決，以及
國家向青少年灌輸國民教育的國際慣例。反國
教人士的要求已超越了教育和公民權利的底
線，不為教育界所認同。
國民教育經過10年醞釀，由上屆政府提出

獨立成科，並於今年4月公布指引，推動國教
期間仍是主流共識。直至反國教人士以國民
教育服務中心出版、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
制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發難，引
起了一場風波；後來國民教育成為反對派的
選舉操作，不停標籤國教科「洗腦」，現屆政
府仍盡力匯集不同團體意見，尋求最大共識
作了指引修訂，最終有關手冊和指引已全數
擱置，完全滿足了反國教人士的要求。反國
教人士今日仍然要求撤科，干預教學自主，
製造教育噪音，實在毫無道理，大聯盟發言
人葉寶琳對政府的決定仍表失望，其目的只

能是為其「去中國化」繼續鋪路。

學校開科權利應受保障
政府擱置指引，本可換來教育界的寧靜，

教育界能有更多空間和時間，思考國教科的
細節。不過，大聯盟至今仍不妥協，並表示
要進一步監察政府會否用其他方法鼓勵學校
推行國民教育。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亦聲
稱未來的工作首重監察政府會否重推國民教
育。人權監察則指「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委員會」並沒有叫停政府運用行政、活動資
助、資源和財政誘因等措施推動，擔憂日後
政府會重推指引。事實上，反國教人士過去
便多次發起壓迫行動，包括大搞「良心約
章」、制訂「學校國教版圖」，標籤教師和學
校；學民思潮更充當「紅衛兵」，到不同學校
「揪出」推行國教的學校和教師，令教育界人
心惶惶。
反國教的白色恐怖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繼

續，公眾更應關注如何保障未來有意開設國
教科，但怯於反國教白色恐怖而不敢設科的
學校的教學權利。現時仍有個別學校堅持開
設國教科，值得社會各界尊重和信任，鮮魚
行學校便自行編制教材，下周五如期推行國
教科。政府應加注意支援這些學校，確保這
些學校避免在反國教的白色恐怖中受到干
擾，並在未來保障其他學校的教學自主和青
少年接受國民教育的基本權利。

慎防反國教白色恐怖延續

10月4日全港哀悼日，國旗和區旗低低地垂，汽笛同聲一哭嗚嗚地
吹，港人無言肅立淌一行行熱淚，深切哀悼南丫島海難的38名死者。
這是香港40多年來發生的最大慘劇。事件發生後，死難者親屬傷心欲
絕，香港瀰漫 愁雲慘霧。
香港特區政府在今次海難救援行動的高效值得肯定。沉船報警後，

政府即時啟動了危機應變機制，動用了海、陸、空力量進行搜索和救
援：警方出動8艘水警輪和630人，消防局出動10艘消防船、51輛救護
車和350人，飛行服務隊出動5架直升機和21人，醫管局出動逾百醫護
人員，醫療輔助隊7輛救護車和90人⋯⋯總之是聞災而動，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展現了香港特區政府在災難發生後的組織力、動員力和協
調能力。特別要稱道的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災後即刻前往醫院慰問傷
者、弔唁死者，並在不足24小時內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星期四列為
全港哀悼日、各相關部門對死傷者提供善後服務。效率之高，舉措得
宜，應予肯定。
海難發生也彰顯港人的人性光輝。這宗令人哀傷的海難，撞船在夜

間猝不及防，且下沉迅速，許多人來不及找救生衣，又有許多不懂游
水的老弱婦孺。但患難見真情，就在沉船的瞬間和生死關頭，出現
了如李先生將幼子從打破的玻璃窗推出讓人拉上救生筏後，即刻不
顧自身安危救起一名團友和兩名奄奄一息女昏迷者，才發現自己妻
子不知所終。又有愛侶海難見真情，譜寫如電影《鐵達尼號》的同
生共死的愛情頌歌，更有11歲女童在怒海中為沒頂媽媽高喊「媽媽堅
持」的鼓氣聲音⋯⋯至於援救人員，更是奮不顧身，夜以繼日，搜
索打撈；醫護人員是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務要讓危殆傷者脫
險逃出鬼門關；而當見傷者拯救無望身亡，都是同聲一哭！總之，
生死關頭港人的人性光輝閃耀，危急之時捨己救人的崇高品質展現，
香港人大愛無疆的精神與支援內地汶川、玉樹地震一樣得以充分顯
現！
死傷枕藉的港燈公司也在一片愁雲慘霧中率先弔死問傷、充滿溫

情。長江集團主席李嘉誠即從外地趕回來探望死傷員工及家屬，面對
傳媒語多哽咽淚盈於睫；副主席李澤鉅隨即宣佈每名死傷者先發放20
萬元作應急之用；公司員工上下通宵達旦為海難救援而工作。李嘉誠
先生是大慈善家，我們相信他是真情流露，一定會完美地做好災後撫
孤恤寡，為香港勞資的和諧樹立榜樣。
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以及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副主席也指示

港府要把救援工作做好，真是海難見真情，上下一條心！正如中聯辦
彭清華主任所言：「港人遇難，中聯辦表達關心慰問，內地部門施予
援手，是天經地義，相信只要不抱政治偏見，秉持人道主義態度，都
不會認為應見死不救，袖手旁觀」。這是對乘海難進行政治抽水、煽動
仇視中央政府的喪盡天良者之最好回答！

「一國兩制」的交匯點
橫琴位於廣東省珠海市南部，東與澳門一橋相通，

最近處相距不足200米，距香港41海里，總面積106平
方公里，其中未建設的土地佔90%以上，是珠三角核
心地區最後一塊處女地。
橫琴作為第三個國家級新區，與浦東新區和天津濱

海新區比較，最大的差異是區域位置。橫琴位於「一
國兩制」交匯點和「內外輻射」結合部，獨特區位優
勢使得它的總體發展規劃確定的任務、目標都是圍繞
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

穩定，以及通過和港澳的合作發展帶動珠三角產業結
構的調整和升級，從而在珠三角城市一體化、經濟一
體化以及粵港澳三地合作中發揮獨特作用。

政策優勢提供空間和保障
國務院在2009年8月批准的《橫琴整體發展規劃》內

容顯示，橫琴新區的定位是在「一國兩制」下探索粵
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在規劃中有「三個有利於」
的描述：即「有利於構建港珠澳緊密合作的新載體；
有利於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維護港澳地區的長
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共建珠澳國際都會區。」這「三
個有利於」便是橫琴開發的重要意義所在。
國務院在2011年8月批覆同意，在橫琴實行比經濟特

區更加特殊的優惠政策，以構建粵港澳緊密合作新載
體。作為中國第三個國家級新區，橫琴將成為內地開
放度最高、體制活力最強、創新空間最廣的區域。
批覆的政策中，對於港澳與橫琴的通關、港澳企業

及居民在橫琴的稅收優惠、粵澳產業園、人民幣港幣
澳幣兌換等方面均作了明確表述，使橫琴的港澳元素
不斷增加，為三地的合作示範提供了空間和保障，也
為建立粵港澳三地的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提供了空間
和政策。

有「融」乃大 合則互利
文化產業被認為是本世紀最有前途的產業之一，特

點是附加值高和可持續發展，它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
象徵。許多專家學者稱之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加
速器」和「推動力」。總體上看，「相互投資」、「相
互開放」、「資源分享」應是粵港澳三地文化領域緊
密合作的鮮明特色，既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間合作開闢
空間，也為三地民眾享受豐富多彩文化生活提供良好
條件。為此，在推動的過程中必須緊扣：一是積極發
揮政府引導作用，完善文化產業合作機制，制定切實
可行的扶持政策；二是發揮企業市場主體作用，鼓勵
雙方企業相互投資；三是共同開發文化產品，拓展文
化消費市場。
香港作為內地文化產業走向國際化的橋樑之一，獨

具引導的優勢；香港又有「東方荷里活」之稱，影視

工業高度發達，廣
東文化市場對於香
港來說，具有投資
空間上的巨大吸引
力。廣東擁有雄厚
的文化產業基礎，
在新媒體產業更領
跑潮流，為港澳文化企業進入提供了良好環境。粵港
澳三地文化產業上的合作可首先選擇影視娛樂、文化
產業園區、新媒體製作、人才培養、版權行銷、文物
拍賣等領域。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產業的投資周期較長，投資初

期回報偏低，政府要做到親商諳商信商，鼓勵商界積
極投身在橫琴建設粵港澳三地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
具體來講，中央及省市政府必須對投資者予以大力扶
持，包括提倡和推動文化體制的改革和機制的創新，
在土地價格、配套服務等方面推出特別優惠政策和扶
持措施，形成政策扶持的優勢，方能激發投資力度，
形成浪潮規模，令涉及人性和靈魂教育的文化產業成
為未來經濟增長點。

如何增進香港和內地的文化融合？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直令人關注。粵港澳三地有 不

可分割的地緣、血緣、史緣，在文化上同宗同源。粵港澳三地文化融合是增進香港和內地文

化融合的最快捷、最可行途徑之一。在中央和廣東省的全力推動下，橫琴這個昔日的邊境山

村華麗轉身，成為第三個國家級新區，發展規劃被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上升為國

家發展戰略，具備成為粵港澳三地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的各項條件。

將橫琴打造為粵港澳文化緊密融合示範區

借海難攻擊中聯辦其心惡毒
在事件發生後，中聯辦以至中央領導們

表示的關懷和具體的慰問救援行動表達了
骨肉之情同胞之愛，這是長久以來兩地人
民已經建立起來的感情紐帶的具體表現，
是天經地義的正道。日月之照、邪正自
分，對事件的態度和表現，跟反對派所作
所為比較起來，涇渭分明，市民可以立刻
判別。日前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和聽到這一
件小事：國慶日升旗禮上，一位母親抱
兒子在人群中，大概是兒子看見了有人舉
起了英國殖民政府的龍獅旗，覺得奇怪因
而詢問母親，她回答：「這些人不願意當
中國人，而人家又不讓他當英國人，所
以，他是兩面不是人。」—這不就是現
成的國民教育，黃之鋒反得了嗎？

李怡是反中反共反港的典型
連日來，各處都有悼念活動，設有弔唁

冊供市民致悼，各社團機關單位宗教團體
都舉行儀式，又在報章上刊出大幅啟事，
表達心意。而反對派就不顧事實，指白為
黑或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或者無限上綱
把芝麻變作炸彈。總之，就是藉此災難事
件從各方面攻擊港府、中聯辦、中央並由
此歪曲、否定「一國兩制」，用心何其毒

也！2012年10月6日，《蘋果日報》「蘋論」
炮製的《「我爸是李剛」掀香港制度「保
衛戰」》是李怡的惡心「傑作」之一。李
怡是亂港「四人幫」的財閥黎智英的紅鬚
軍師，生果報的主筆，他的歷史反映了文
人的一種墮落過程。五十年代不少愛國青
年回內地升學，他由於體檢不合格而不能
隨愛人梁麗儀同行，結果他留港在左派機
構工作，而梁進入了廣州華南師院（現為
華南師大）唸物理。他每天一信死纏爛
打，結果如願以償，結為連理。梁畢業後
在深圳教學，李怡在港辦《七十年代》；
文革後梁回港但憑各種關係和渠道在內地
經商，據說經營的幾種保健藥品很為暢銷
因而大有斬獲，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置
業，繼而移民加拿大落戶卡加利。《七十
年代》初辦時是左派進步刊物，及後逐漸
變右傾，改為《九十年代》；由被台灣不
准入口至被歡迎，李怡亦完全變色。所辦
雜誌結束後走入生果報當主筆，徹底變成
反中亂港的急先鋒。《文匯報》黎子珍評
其為：「一貫仇視內地同胞和中央政府，
不知人間有羞 二字」（15/3/2012）；
「 李 怡 沒 有 一 點 中 國 人 的 味 道 」
（7/4/2011）；梁立人亦曾評曰：「李怡
反共反昏了頭」（18/2/2011）。李怡已經
成了香港反中反共反港的典型，他由一個

有志向的青年變成一條攻擊人民攻擊祖國
的朽木，走的是一條腐化的歧路。其中一
個原因是對祖國的不滿，其實，自改革開
放以還，他們夫婦在內地營商取得了相當
豐裕的回報，因而獲得了不少資產。
梁女士罹絕症後在港政府醫院得到良好

醫療服務，但終不幸去世。不顧祖國之
情、不念港人之義，千里迢迢葬到卡加
利，這是李怡的「絕」；寧願每年飛到北
國舉行春秋二祭，這是李怡的「情」。亦
可以看到他區分敵友的界線。為了攻擊敵
人，可以採用任何材料，不久前甚至引用
六十多年前與梁麗儀在華南師院同房共系
的周女士的故事去攻擊祖國，文中特別提
到周女士是周一嶽的姐姐、是昔日港府教
育司的高官女兒。周女士現在活得很好，
五十年代或任何時候的進步青年並不是每
一個都像李怡，「豺狼為心，飽便反嚙。」
（《三國志．魏書南安王傳》）掠盡了私利
還向人民倒算，甚至連以前的好友的私隱
也爆出來。

歪曲「一國兩制」挑撥兩地關係
李怡在「蘋論」所寫的和其他反中亂港

者的口吻一樣，不必多作引錄，但其中最
重要的一條脈絡是文中所明顯歪曲的「一
國兩制」論點。他說：「這幾年，兩地矛
盾的升溫，包括兩地民間的衝突，根本原
因在於兩地對『一國兩制』的心理差異。
從中共成長期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看來，
『一國兩制』是『一國』所賜予的，⋯⋯實
際上，『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按
照回歸前香港的模樣寫在《中英聯合聲
明．附件1》上的，⋯⋯它是香港本來就有
的東西。⋯⋯我們不忍心看 香港這一制
在一個賣港賊手上沉淪⋯⋯。」然後，他
聲嘶力竭地 吼：「香港人抗拒梁振英的
『我爸是李剛』，是極具象徵意義的香港這
一制的生死存亡之戰。」聽罷，這並不是
友好的嘉言勸勉，而是決戰的集結號。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林建岳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電影發展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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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上任100日，面對不小壓力，主要的壓力來自政治。反對

派把一切事情皆化為政治問題，凡事政治化的結果是凡事皆可被找到

攻擊的理由。於是，過去100日，梁振英幾乎疲於奔命，到處救火，火

頭處處，無日無之。

四處撲火 施政難為
國民教育，是曾蔭權時代的產物。新界東北的發展，更是早於董建

華時代就開始研究、諮詢。但是，不論是國民教育或是新界東北的發

展藍圖，在董建華及曾蔭權時代皆沒有遇上多大的阻力。惟梁振英一

上任，就變成了政治大火，迫得梁振英且戰且退，天天忙於救火，競

選時期提出的多項諾言、口號、政綱都沒有時間去研究、推行了。競

選期間，梁振英批評香港樓價太高。於是，許多人對梁振英有一定的

期望，認為他一上台樓價便會下跌，有人在梁振英上台前賣掉自己的

居所，希望等到梁振英上台後樓價下跌再趁低價買回。有人早已想買

樓，但想等到梁振英上台後樓價下跌才買，這些人都失望了，失望的

結果是憤怒，於是加入反梁陣營。

中央開放自由行，對香港經濟而言，這是重要的。大量內地居民來

港購物，不論他們是買奶粉或是買名貴手袋，香港作為中間人，自然

可以賺取一定的利潤。不過，「自由行」被政治化之後，變成了反中

共、反深港融合的主要攻擊目標。捉水貨客、叫停深圳非戶籍居民來

港的安排，這在13億中國人的眼中，感受如何？是支持還是憤怒？

今日香港的反對派最簡單戰略就是凡事政治化、凡事攻擊。一個最

簡單的例子是「十一海難」，梁振英到現場視察，到醫院探望傷者，換

來的是批評他「抽水」，批評他的視察與探視傷者是在阻礙救人。當

然，如果梁振英沒有出現在海難救人現場及醫院，也同樣會面對批

評，批評他冷血。也許，梁振英及他的支持者會對這一類的批評感到

憤怒。實際上，這是不值得憤怒的，反對派的目的就是要令梁振英憤

怒，把時間花於應付這類政治性的攻擊。

政府應擇善固執
這就是政治的現實，今年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激進派得票率比上

一屆增加5%，這當然增加了激進派的氣焰。不過，不要忘記，建制派

的總得票率也增加5%。因此，我認為梁振英政府不應該太重視這一類

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與行動。政策的推行應該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

是不是對香港有利。曾蔭權留下的政策，有利則全力推行，無利則廢

之、改之。

政治上的鬥爭是一定存在，不可避免。反對派不會支持政府的任何

政策，反對派會天天放火，梁振英是不是該天天忙於救火？

曾
淵
滄
博
士

泛
政
治
化
阻
礙
政
府
施
政

青

鋒

南丫島海難事件發生後，不但港人和內地同胞

同聲哀悼、極度關心，全球各國領袖和各地人民

都予以關懷慰問、函電致唁，唯獨香港鐵石心腸埋沒良知的反對派卻又乘

機群起以各種歪理攻擊香港政府以及中聯辦甚至中央。那些跳樑小丑不單

止毫無惻隱之心憐愛之意，甚且趁機再搞示威亂局；在報章和電台一貫以

來反中亂港的袁耀清（游清源）等烏鴉嘴就以其慣用的「食字」伎倆，連

番表演不得人心的嘲笑港府和有關人士的惡技。黃之鋒、袁耀清之流的言

行素已廣為市民所不齒，這次對海難事件的表演只不過是他們所作所為的

又一樁記錄。

地留自

■林建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