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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要求梁振英突破施政困局的期望
中央在肯定新一屆特區政府工作的同時，也指出「你

們的工作繁重也很辛苦」，「希望你們堅定信心，迎難

而上」，顯示中央非常清楚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就職以

來，面對多種困難，陷入施政困局。中央鼓勵梁班子

「迎難而上，團結協作，奮發進取」，實際上就蘊含要求

梁振英突破施政困局的期望。面臨內外挑戰，梁振英和

新一屆特區政府確實做得很艱難很辛苦，中央對此是清

楚和體諒的。在這樣關鍵時候，中央堅定挺梁對特區政

府和香港社會顯得更加重要。

梁宅僭建「罪不至死」
反對派利用梁宅僭建問題，困擾梁振英正常施政已達

半年，令特區陷入空轉狀態，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

代價。反對派刻意借題發揮，力圖癱瘓政府施政，因

此，無論梁振英怎樣解釋和道歉，反對派都會繼續倒

梁。實際上，正值梁振英訪京述職之日，反對派27名立

法會議員宣布聯署於立法會1月9日的大會提出彈劾梁振

英的議案，並呼籲市民參與民陣發起的元旦遊行，要求

梁振英下台。應該看到，反對派啟動蓄謀已久的彈劾程

序，以及催谷元旦倒梁遊行，並非只針對梁振英個人，

而是要製造憲制危機，癱瘓特區政府施政，並打擊和震

懾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向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和中央挑

戰。

毋庸諱言，梁振英未能及早察覺並處理僭建，事後又

交代不清，引起公眾誤解，確實存有疏忽和錯誤之處。

不過，梁宅僭建「罪不至死」，梁振英發表書面聲明和

到立法會解釋及向市民鄭重道歉之後，事件應劃上句

號，讓他可以集中精神處理政務，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做事，這是市民的期望。

針對反對派陣營一波又一波的倒梁攻勢，愛護香港力

量將於本月30日發起名為「挺梁治港保民生」遊行，支

持梁振英施政。愛護香港力量認為，反對派針對梁振英

是要拖垮特區政府施政，又誤導公眾以為梁振英非下台

不可。所有建制派議員和社會人士，都應該學習愛護香

港力量的愛港熱忱和錚錚鐵骨，不能隔岸觀火置身事

外，更不能與反對派沆瀣一氣，而必須摒棄成見，站穩

政治立場，團結起來，激濁揚清，旗幟鮮明地挫敗反對

派癱瘓政府施政的圖謀。建制派應清醒看到，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梁振英和特區政府被反對派打至奄奄一

息，建制派也必然處於弱勢和挨打的境地，這樣顯淺的

道理，建制派沒有道理不明白。

必須落實中央的指導性講話
中聯辦新履職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

所撰寫的《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解讀文章指出，

十八大報告在總結以往豐富實踐經驗基礎上，提出了對

港澳工作的總體要求。這些要求既是中央政府對港澳方

針的明確宣示，也為今後進一步做好港澳工作指明了方

向，其中之一就是：「要進一步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

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況、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

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

梁振英此次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況、重大事

項，其意義並非只是如梁振英稱，中央對其工作表示信

任、肯定及支持，認同施政重點，更並非只是「顯示過

去一段時間，一定範圍政商圈子所謂『中央會在6個月

內撤換特首』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中央領導人會

見梁振英時的指導性講話，是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在未來

施政中必須加以落實的。

期待梁振英拿出善策良方
梁振英處境艱困，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特首選舉競

爭激烈，撕裂了建制陣營，有關撕裂至今尚未彌合，令

原本已經鬆散的執政聯盟更趨鬆散；二是梁振英未能及

早察覺並處理梁宅僭建，事後又交代不清，處理拖泥帶

水，引起公眾誤解，演變至他被指以欺騙手法贏得選

舉，個人誠信受到質疑；三是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矛盾逐

漸凸顯，社會有怨

氣，反對派也趁機煽

動民粹主義和泛政治

化風氣。這三方面互

相交織，造成了梁振

英目前的施政困局。

在這種情況下，中

央挺梁對鼓舞梁振英

堅定信心，迎難而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正如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因此，梁振英

善用中央支持，突破施政困局，關鍵還看他自己。中央

已明確指出：「特區政府要特別關注和解決好就業、物

價、住房、貧困、環境和老齡化等涉及香港市民切身利

益的民生問題。」對香港積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公

眾都期望梁振英拿出善策良方，梁振英下月公布的施政

報告，能否高瞻遠矚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拿出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方針政策，尤其是針對香港金融

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皆有「分心」危機，能否制

訂一個雄心勃勃的「新玫瑰園計劃」，令香港「敢教日

月換新天」，以此凝聚人心，使港人「聚精會神搞建

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是突破施政困局的關鍵一步。

同時，梁振英要突破施政困局，用人之道要講政治倫

理，仍然需要堅持「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一個籬

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須有一班志同道合、肝

膽相照的戰友衝鋒在前掩護在後，問責團隊要加強政治

素養，提高心理素質，講究策略運用，這有利擺脫被動

挨打局面。

特首梁振英赴京述職，先後獲習近平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和胡錦濤主席會見，獲得三位領導人

表態支持，儘管香港各界對此解讀不一，但筆者認為，中央挺梁不應該只看作是對梁振英個人的

支持，而更是對整個香港的支持。這對於鼓舞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具有重

要意義。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也應善用中央支持，發揚「打鐵還需自身硬」精神，突破施政困局，

不負中央和市民期望。

善用中央支持 突破施政困局
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聖誕節和其他節日一樣，變得愈來愈「商業
化」，今年也不例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
其網誌上撰文，在祝願大家聖誕快樂的同時，
以Santana的新專輯《Shape Shifter》封套上引用
的印第安人酋長西雅圖的說話，鼓勵大家，尤
其是年輕人在佳節當前，除了玩樂也要行善，

「大地不屬人類所有，人類才是屬於大地的，萬
事萬物都血脈相連。生命的網，並非由人所編織，
他只是網中一縷，他對網作過什麼，其實都是作在
自己身上」。

下年財政預算籌備進劇烈階段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透露下年度財政預算案

的籌備工作開始進入最劇烈階段，自己與各部門同事
的會議排得密密麻麻，晚飯後仍要在家中繼續工作，
歸家路上聽聽音樂，是難得的休息機會，而最近「煲」
得最多的唱片，是Santana的新專輯《Shape Shifter》，

「粗略估計，在最近兩個月已翻聽二三十次了」。
他說，喜愛Santana，與其童年經歷不無關係。上

世紀60年代，他舉家移民美國，住在紐約曼克頓的
下東城區，和鄰居的兒童喜愛在街上蹓躂，最親近
的是一對拉美裔兄弟。「Santana的音樂，和其他我
在成長歷程中遇過的中南美裔朋友，確實令我對他
們家鄉的浪漫生活十分嚮往，渴望自己亦有一天能
揹 結他攜 行李，到南美各國遊歷一番。」

聽Santana回想童年南美夢
曾俊華說，1960年，「和平義工隊」（Peace Corps）

在美國全國成立，「我在麻省理工唸書時，正值
Peace Corps的高速發展期，身邊很多同學都跑到中
南美洲和非洲去了，我自己亦打算畢業後就跟隨
Peace Corps去南美，更擬好了一個長達3年的計劃，
可惜後來家人極力反對，計劃被迫告吹，無法實現
揹 結他闖蕩南美的夢想」，但他十分欣賞Peace
Corps鼓勵年輕人「走出去」的理念。

他說，兩年前，前任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香港青年
服務團」，資助18歲至29歲的青年人到內地的貧困地區服務半年
至1年，做教育、衛生、環保等範籌的義務工作，這計劃在今年9
月已進行到第三期了。在早前出席第二期計劃的證書頒授儀式，
9位團員和他分享他們在韶關工作的經歷，「我彷彿回到40年
前，看到那個同樣渴望用自己雙手實現夢想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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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倒梁威脅通宵圍禮賓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繼續追擊特首梁振英的

大宅僭建事件。一個稱為「民主倒梁力量」的團體將於元旦發起
所謂「元旦起義全民普選」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更脅稱會通
宵包圍禮賓府，「直至梁振英下台為止」。

由「人民力量」，社民連，前 ，民間電台及多個不知名網上
組織等所謂「48個團體」組成的「民主倒梁力量」於昨日在旺角
行人專用區舉行公開論壇及記者會，而較為人熟悉的參與者僅得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黃大仙區議員譚香文及元朗區
議員麥業成等數人。

他們在記者會上稱，梁振英「隱瞞」其大宅的僭建問題，並以
前後矛盾的言論「騙取」特首之位，批評對方有嚴重的誠信問
題，必須下台，又要求盡快落實全民普選等。

他們稱，是次元旦遊行已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他們計劃
於下午2時半由銅鑼灣中央圖書館正門出發，途經軒尼詩道及金
鐘道，並以特區禮賓府為終點站，估計會有約1萬人參與。

場地不足是香港藝術工作者一直面對的一大
困難。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其網上專
欄撰文，當局為此作出了新嘗試，鼓勵工業大
廈業主把大廈改建成適合藝術活動的場地，1
位業主最近同意在其黃竹坑一座工業大廈，以
低於市值的租金租出約1萬平方呎的空間，讓
香港藝術發展局推行試驗計劃，以優惠租金租
給藝術工作者使用。他希望社會各界給予更大

的支持，騰出更多空間，讓藝術工作者的創意得到
發揮，讓文化藝術在社會遍地開花。

部分工廈受結構限制難改建

曾德成昨日以「幫助開拓創作場地」為題，在其

網上專欄《局長隨筆》撰文，坦言在與香港藝術界

人士接觸，最常聽到關於場地方面的申訴。當局最

近作了新嘗試，鼓勵工業大廈業主把大廈改建成適

合藝術活動的場地。「曾經有不只1位業主表示願

意支持藝術發展，擬以低於市值的租金提供工廈單

位予藝文界使用，但有關工廈須取得規劃許可，由

工業用途改為康體文娛場所用途。不過，由於消防

安全等問題，部分業主未能取得批准改裝部分工廈

單位為非工業用途。部分大廈單位則因結構及間格

的限制，亦難以改建為藝術空間。」

在多個曾獲考慮的地點中，他們找到了一處合適

可行的工廈單位。在政府鼓勵下，該名熱心的業主

最近同意在其黃竹坑1座工業大廈裡，以低於市值

的租金租出約1萬平方呎的空間，並已獲政府有關

部門批准將整座大廈改為非工業用途。政府並已撥

出額外款項，用作把廠房空間改建為藝術空間的費

用，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推行試驗計劃，以優惠租金

租給藝術工作者使用。

曾德成表示，今後，如有合適的工廈改建藝術空

間，藝發局會繼續提出建議，政府願意承擔相關的

改建費用。藝發局將考慮以優惠租金租予本地藝團

和藝術工作者使用，場地可用作辦公室、創作室或

排練場等。「希望有更多有心人，為本港的文化藝

術，創造空間和機會。」 ■記者 鄭治祖

曾德成：工廈變藝場 平租育創意

街頭1.2萬簽名
「齊心」撐CY施政

「齊心行動」簽名運動於前日及昨日連續2
天在港九新界3處設站。昨日，在銅鑼

灣行人專用區的簽名站，不少市民主動上前簽名，
短短1小時已收集到逾200個簽名。支持梁振英及其
班子施政，有市民更指自己簽名支持，是不齒反對
派「為反對而反對」的行為。

市民盼畀機會梁做事
專程由薄扶林駕車到來簽名的彭女士坦言。自己

最初未了解梁振英的施政理念時，並不支持對方，
但自從梁振英由當選至今落實了多項政策及施政承
諾，就相信梁振英「是有能力的人」，廣納意見之
餘的同時會在施政中加入「民間智慧」。她批評

「倒梁」人士是「別有用心」，認為梁振英在僭建問
題上處理恰當，反對派是在「搵 講」。

姜太太表示，自己感到現在社會「大亂」，「乜都
反對」，社會上充斥了負面批評聲音，自己支持是次

簽名行動，是希望社會「畀機會」特區政府及梁振
英做事，減少爭拗。她認為，梁振英的僭建問題

「一錯不應致死」，鼓勵他繼續解決香港房屋、貧窮，
及環境問題，並讚揚對方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證
明梁振英自上場正陸續實踐改善民生的政綱。

特地來簽名 冀施政「回正軌」
葉小姐表示，梁振英有心幫助香港做事，且樂聽

意見，冀他可以落實政綱，所以簽名以示支持，並
批評反對派就僭建事件「為反對而反對」，認為梁振
英已處理，並不涉及誠信問題，又認為社會應留待
特首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後，再評論對方的施政表
現。

葉太太說，自己由跑馬地住所特地出來簽名，是
因為討厭反對派「十幾年來不停叫特首下台」，自
己希望香港社會少點吵鬧，「勿作無了期的反

對」，讓香港社會有良好發展，故簽名並非單純支
持梁振英，更重要是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重回正
軌」。

李先生則表示，社會進步向前是「大勢所趨」，反
對特首與政府施政對香港沒有好處，即使有批評他處
理僭建有不妥，亦應該讓梁振英「將功補過」。

簽名活動在昨日傍晚結束時，3個簽名站共收集
到逾8,500個簽名，連同前日的簽名活動，他們在短
短兩日已收集到逾1.2萬個，稍後會交給特首辦。

「齊心行動」統籌陳永康表示，近期有政客炒作政
治議題，令特區政府施政遇到阻力，期望能透過這
類活動，表達小市民希望施政討論回歸民生的心
聲。是次簽名運動，市民的反應遠超過他們的預
期，大部分均主動上前簽名，反映大部分市民對特
區政府施政的認同。他又強調，「齊心行動」是自
發組織，資金也是自行籌集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擬

於元旦舉行「倒梁遊行」，煽動反政府情

緒，「齊心行動」於前日及昨日在銅鑼灣行

人專用區、沙田火車站及旺角行人專用區，

設置街頭簽名站收集支持特首梁振英，及特

區政府施政的簽名，兩日共收集到1.2萬個

市民簽名，他們會將所收集得到的簽名轉交

特首辦。「齊心行動」表示，他們會繼續透

過宣傳短片攝製工作，邀請市民參與，冀將

真民意、真發聲向政府反映，抵抗一直以來

的政治打壓，向全港市民發放更多「正能

量」。

■彭女士。 劉國權 攝 ■姜太。 劉國權 攝 ■葉小姐。 劉國權 攝 ■葉太。 劉國權 攝 ■李先生。 劉國權 攝

■圖為曾俊華（中）1989年暑假在波士頓與朋友聚舊，彈奏友

人兒子的小結他。 財爺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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