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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昨晚加開會議，審議當局提

出的長者生活津貼申請。反對派議員以冗長

及重複的發言拖延會議，最終令會議未能就

撥款進行表決。政府的撥款申請未能趕及昨

晚通過，意味 40萬名貧困長者每人將少收

一個月1,100元的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無法及

時送到老人家手中，不僅讓老人家願望落

空，而且令公眾憤怒。「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反對派議員罔顧幾十萬長者利益，必須

承擔責任，向長者謝罪。

政府已提出長者生活津貼落實方案和時間

表，而長者生活津貼的生效日期定於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當月的首天，由於財委

會未能在10月31日前通過撥款，下一次立法

會財委會審議長者生活津貼將是11月6日，因

此40萬名貧困長者「心掛掛」的1,100元津貼

將見財化水。若11月財委會審議長者津貼反

對派再蓄意「拉布」阻礙通過撥款，40萬名

貧困長者將再一次陷入巨大失望之中。

長者生活津貼旨在扶貧，補助有需要長者的

生活開支，因此，長者生活津貼須設有入息及

資產限額的審查機制，以識別真正有需要的人

士，確保有限的資源能集中幫助他們。對此，

民意十分清晰支持政府的建議，希望財委會盡

快通過撥款，勿令長者失望。但是，繼上周中

止辯論後，本來昨晚的加開會議，是爭取貧困

長者本月能領到津貼的最後機會，但反對派議

員卻繼續「拉布」消耗4個小時，令長者要到

手的一個月津貼隨之落空。

反對派議員冗長及重複的發言，不僅糾纏於

申報機制和全民保障等問題，而且竟然無休無

止批評政府不尊重立法會，漠視議會程序，這

明顯是將長者津貼政治化。1,100元對於議員

來說自然不是什麼一回事，但對於貧困長者來

說，卻是及時雨。反對派議員如果真的是關心

長者利益，斷沒有理由將這筆錢否決掉。

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內容相當簡單清晰，

並沒有模糊不清、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對立法會議員來說，政策已經討論了幾個

月，社會團體的意見也聽過了，不論是支持

或反對，也應該作出決定。反對派大可通過

正常的議會表決表達他們的決定，但反對派

卻堅拒進行投票，以「拉布」方式令撥款遲

遲未能通過。這不僅是不尊重議會、不尊重

議事規則，更加是騎劫了長者的利益。反對

派須向40萬長者謝罪！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昨日起在香港隆

重舉行，來自兩岸四地的嘉賓共聚一堂，一同回

顧兩岸關係在過去20年來的發展，也表達兩岸炎

黃子孫對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的共同心願。香

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在香港舉辦「九二

共識」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動，凸顯香港在推動兩

岸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今後香港應繼續發揮特殊

作用，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增進兩岸政治互

信，促進兩岸四地之間感情更貼近，融合更緊

密。

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兩岸協商。兩岸20年

的交往歷史證明：只有堅持「九二共識」，才有利

於兩岸和平發展；否定「九二共識」，兩岸協商難

以為繼，勢必出現倒退危機。李登輝、陳水扁執

政時期，背離或否定「九二共識」，後果是兩岸協

商中斷，和平無法保障。2008年國民黨在台灣重

新執政，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兩岸關

係迅速發展，直航「三通」、旅遊、司法互助、醫

藥衛生、ECFA、投資保障不斷落實，兩岸各領域

交流合作越來越深入，為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的實

質利好。

今年以來，民進黨內部對於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出現了某些積極變化，值得歡迎。前不久訪問大

陸的民進黨大老謝長廷提出「憲法各表」，被認為

是民進黨內最接近「九二共識」的論述，與「台

獨」有明顯區別。綠營的有識之士應更進一步，

在實質上承認「九二共識」，為民進黨與大陸溝通

接觸建立共識基礎，以利鞏固兩岸關係發展成

果，推動兩岸關係長期和平發展。

長期以來，香港既是兩岸經貿往來的平台，更

是兩岸政治接觸的重要橋樑。在「一國兩制」率

先垂範之地的香港，舉辦「九二共識」二十周年

系列活動，可以增進香港同胞對「九二共識」的

認識，增加台灣社會對香港社會發展和「一國兩

制」實踐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透過活動展示

「九二共識」的來龍去脈，它對實現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此基礎上兩岸合作發展

的豐碩成果，使得「九二共識」更加深入民心。

港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即使

如今兩岸接觸渠道越來越多，香港仍然可在兩岸

和平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橋樑角色。香港應盡

早與台灣簽署類似CEPA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進

一步鞏固在兩岸之間的中介角色，為兩岸關係發

展提供更佳的體制試驗和經驗。香港善用兩岸交

流的平台作用，在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方面大

有可為。 (相關新聞刊A5版)

反對派議員須向40萬長者謝罪 「九二共識」凸顯香港特殊地位

民建聯撐撥款 保長者福祉
民調：近半人促立會先通過原方案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及
立法會議員陳 鑌於昨晨舉行記者會，公布該

黨於10月24日至28日進行的民調結果。在1,312名受訪
市民中，有79.6%支持政府向合資格長者每月提供
2,200元，反對或無意見的分別佔9.8%及10.6%。

41％人支持全面資產審查
針對爭議最多的資產審查申報機制，僅13%受訪者

反對有關制度，支持全面資產審查的有41%，但認為
年滿70歲或以上應豁免申報者亦有40.8%；假設申請
人必須申報資產，33.3%認為原方案中提出的18.6萬
元單身長者資產上限的建議合適，支持進一步提高的

有48%，支持降低的佔5.6%。
儘管受訪者對資產申報細則意見分歧，但有47.5%

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先讓原方案通過，而表示不應該
的佔30%。按受訪者年齡組別作進一步分析，受惠於
計劃的65歲至69歲受訪者中，有49.8%支持立會應先
通過原方案，32%反對；7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中，有
40.4%支持，33.7%反對；64歲或以下受訪者則有
50.9%支持，27.1%反對。

譚耀宗：僵持不符長者期望
譚耀宗表示，民建聯在小心考慮各界團體及民調意

見並開會討論後，認為計劃確有可改善的空間，但立

法會倘因此而不通過有關的
撥款申請，會令很多長者感
到失望，故民建聯決定支持
政府的撥款申請，「如果以
堅持反對的拖延方法等待改
變，只會令局面僵持不下，
絕不符合長者的期望」。
被問及民建聯最初指傾向

投棄權票，現在又決定支持
撥款是否「保皇」時，他反
駁道，民建聯是「保長者」
而非「保皇」，強調他們最
初提出傾向投棄權票，並非
反對計劃，而是要向政府施
壓，最終勞工及福利局亦承
諾成立委員會檢討計劃，及
清楚列明可動用的財政底
線。
譚耀宗又強調，在計劃撥

款通過後，民建聯會繼續積
極跟進，要求政府檢討計劃
並作適當調整，包括提高資
產申報限額，並會促請當局
盡快全面檢視現行與長者相
關政策，及撤銷普通高齡津
貼(生果金)的資產申報等，

讓本港長者可安享晚年生活。

葉國謙指「手一鳥勝林百鳥」
葉國謙則形容，「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林」，考慮

到有33.3%受訪市民認為18.6萬元單身長者資產上限
的建議合適，政府在過程中又已承諾會成立委員會檢
討計劃，故決定支持撥款申請，並強調立法會議員有
責任認真審議議案以至監察政府，但大家過去一段時
間已就計劃充分表達了意見，是時候聚焦討論有關撥
款申請；反對派威脅要以「拉布」等手段拖延討論，
相信社會自有公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立法會內11名

議員昨晨終於決定，在財務委員會上投票支持撥款通

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請，連同身兼行政會議成

員的副主席李慧 共12票。民建聯在昨晨舉行的記者

會上，公布於早前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受訪市

民儘管對計劃在資產審查的問題上意見分歧，但有

47.5%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讓原方案先通過。為免損

害全港40萬長者的福祉，民建聯在小心考慮各方意見

後，決定在「保長者」的前提下投支持票，並希望立

法會其他黨派支持撥款申請盡快通過。

工聯未定投票意向 嫻姐認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
建聯立法會12名
議員已決定投票
支持長者生活津
貼計劃的撥款申
請，令特區政府
至今已取得30張
支持票，但擔當
撥款能否通過的
關鍵角色的工聯
會，至昨晚仍未
決定投票意向。
工聯會立法會黨
團召集人陳婉嫻
昨晚表示，由於
很多長者不明白
立法會的爭拗重
點，令他們感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需要時間再考慮他
們的投票取向。

須透徹清晰聽取意見才決定
陳婉嫻昨晚在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上表示，工聯會

明白目前有數以十萬計的長者，正等待立法會通過長者
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而在上周五他們支持「中止
待續」動議後，有很多市民反應激烈，批評他們「阻住

晒」，但香港社會對長津的意見正不斷轉變中，作為擁
有200多個屬會的工聯會，必須透徹及清晰地聽取意
見，才能決定投票立場。
她坦言，特區政府拒絕修改的原方案，是工聯會不能

夠支持的，並已有心理準備無論投棄權票或反對票都會
被公眾痛罵，但工聯會仍希望將事情做到最好，故會繼
續努力諮詢及聽取外界的意見，並在財委會正式表決前
作決定。

民建聯「長津」意見調查
■你是否贊成政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2,200生活津貼？

贊成 反對 無意見

79.6% 9.8% 10.6%

■你認為申請人應否申報資產？

全數申請人 寬免年滿70歲 全數申請人 無意見

都要申報 或以上申請者 毋須申報

41.0% 40.8% 13.0% 5.2%

■對政府建議單身長者資產上限定於18.6萬元的看法？

合適 提高上限 降低上限 意見

33.3% 48.0% 5.6% 13.1%

■你覺得立法會應否通過計劃原方案？

受訪年齡 應該通過 不應該通過 無意見

所有受訪者 47.5% 30% 22.5%

18歲至64歲 50.9% 27.1% 22.0%

65歲至69歲 49.8% 32.0% 18.2%

70歲或以上 40.4% 33.7% 25.9%

■你覺得立法會應否通過計劃原方案？

受訪階層 應該通過 不應該通過 無意見

月入2萬元或以下 45.6% 31% 23.3%

月入2萬元或以上 61.2% 25.1% 13.7%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國興(左)及嫻姐(中)及麥美娟就「長津」投票取向交換意見。 劉國權 攝

■民建聯舉行記者會，宣布將

在財會上投票支持通過「長津」

撥款申請。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