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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香港在祖國的
引領和鼓舞下，新上任
的政府班子也做出了眾

所認同的初步成績，務實地針對市民所急所需
在房屋扶貧及政策方面作出適當改善。行政長
官不久前第一次往北京述職，受到了中央領導
的肯定和指點，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接見行政長
官時表示：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以來，面對多
種困難仍迎難而上、團結協作、奮發進取，彰
顯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堅持民生為先的
施政導向，㠥力解決住房、扶貧等全港市民關
注的問題，得到了廣大市民的認同。並鼓勵行
政長官：「希望你們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團
結奮進，不懈努力，把香港的事情辦得更好，
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作出更大貢獻。」
同樣地，剛接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肯
定了梁振英班子的工作並表示中央對港政策
「三不變」，尤其是，習總書記有感而發地熱情讚
揚香港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堅信廣大
香港同胞對中華民族復興念茲在茲，必然會更
積極主動地投身到祖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
設偉大事業中去。
在這艷陽高照的冬日，中央和祖國的關懷和

指引就是和煦的春光，充分溫暖㠥港人胸懷。
國內外反對派製造出來的讕言惡語，挑起的歪
風惡浪就被這些金石良言、和風喜雨消褪，我
們應該用建設的號子、前進的樂曲洗去那灰色
陰霾和黑色濁霧，奮發進取，迎難而上！

中央一如既往大力挺港

當然，反對派人還心不死，特別在這時刻，
他們知道這是垂死一戰，他們要千方百計拉㠥
香港後腿，不讓她前進、不讓她靠近祖國、不
讓政府給予市民福祉、不讓市民支持政府和認
識祖國熱愛祖國⋯⋯。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愛
護對反對派是徹底失敗的警鐘，他們一定不甘
滅亡，必定掀起更激烈的反抗。
反對派對政府人員的攻擊，其主要一點是誠

信問題，而其中又以僭建為主軸。其實僭建在
香港有其歷史背景和因由，我住㠥的二手樓前
業主就曾加以改動，在沒有翻查原圖則的情況
下，對這些不是結構性的改動多數忽略不理。
此外，根據我的專業認知，花園內興建沒有圍
牆的花架甚至簡單的園工雜物房都無需申報。
因此，有些所謂僭建並不是犯罪，也不用說
「罪不至死」。反對派司馬昭之心，使勁把事情擴
大，上綱上線，然後又提高到原則的「誠信」
程度，甚至荒謬離譜扯到中央，說肯定梁振英
就是包庇沒有誠信的人。從反對派自編自導自
演的連串鬧劇可見，他們提出的「不信任」及
一系列動作，都是以僭建為引子，事實上是搜
羅一切反政府反梁的事件，盡地一鋪冀圖推倒
現政府、從而打擊政府和中央威信；而且，觀
乎這幾天反對派已經蠢蠢欲動對五年後的特首
普選又掀風波，他們現在的反政府活動也牽涉
到下一屆特首選舉，企圖連消帶打又製造另一
話題，阻礙香港的循序漸進民主進程。
正值中央對香港政府和港人給予鼓勵和指點

的時刻，反對派連日來也大力加強宣傳活動，
陳家洛、梁家傑、李卓人、劉慧卿等頭面人物

幾度公開發言、大做文章，為了配合他們的元
旦遊行，發動了全部宣傳機器動員了全部反對
力量，連黃之鋒那一伙也跳出來了。香港電台
電視部也不甘人後，《星期五主場》訪問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主持麥嘉緯囂張跋扈，不容司
長解釋，將己見強加司長頭上。前港台主持吳
志森在報上專欄大加表揚讚賞，說道：「主持
麥嘉緯幾分鐘內就把這位資深大狀KO⋯⋯
《星期五主場》如何由政府喉舌，變成人民喉
舌，容我在這裡賣個關子⋯⋯」這個政府電台
的節目變成了反對派喉舌，真的要令人深思和
反省。隨之再看看12月27日該電台的《2012香
港政情大事回顧》蔡東豪主持，半小時內羅列
了一年內發生過的反梁反政府反中央反共的大
小事件，沒有一宗提及國計民生有關市民福祉
的事情。難道過去一年香港就如此遍地哀鴻烏
煙瘴氣？主持人和電台如此偏見顯然就是為了
數日後的遊行，煽風點火加油添醋，配合行
動。

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改善民生

縱然冬日有艷陽和風，但天要下雨也難免會
有烏雲，有時難免還有朔風殘雪。值此吉時佳
日，我們應該挺起胸膛喜迎旭日，化中央的嘉
言為動力，致力與政府的依法施政為民求福的
舉措合作，讓政府解決民生六大課題逐步成
事。「臘雪化為流水去，春風吹出好山來。」
（南唐．孟賓於）讓嶺南的春風化冰雪為滋潤的
流水，讓煦日驅走惡霧，眾人都清晰地看到堅
韌挺拔的太平山。

潮平風正 奮發進取
—高歌健步迎2013年！

香港回歸以來，有種說法一直揮之不
去。這種說法是香港最終會被內地的城
市取代，而香港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政
策支持，作為國家對外的櫥窗。中央政
府推出自由行，與香港簽訂「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至在香港炒
作了一段時間的「邊緣化」、「被規劃」
等，某程度都源於這種憂慮。其實，香
港人從來都不是「伸手黨」，只要細心分
析，可以見到中央政府推出有利香港發
展的政策，大多是互利的，香港人要做
好的，是把握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我們
如何作出配合，並從中創造我們發展的
機會。

中央對港政策 貫徹互利雙贏

以往香港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政
策，已經過時。梁振英政府提出「適度
有為，穩中求變」，目的是要把「經濟的

餅做大」，保持香港競爭力。當然，香港
與內地毗鄰，與內地進一步經濟融合是
必然的，但同時，當中亦會衍生不少問
題。例如內地49個城市實施了內地居民
赴港「個人遊」政策，覆蓋了2.5億人。
2003至2011年底，內地共有7852萬人次
的遊客通過「個人遊」方式到香港旅
遊，佔內地赴港遊客的53%。據統計，9
年來赴港「個人遊」給香港帶來約3462
億港元的直接旅遊收入。
在帶來經濟好處的同時，亦為香港一

些行業及地區帶來壓力，因此需要作出
平衡及調節，早前梁振英特首向內地提
出，暫停非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來
港，這是香港須考慮自身條件的一個例
子。
至於CEPA的安排，這絕對不單是支援

香港經濟和保持其優勢地位的措施，同
時對內地的開放發展也是極為有利，而

真正潛移默化而又深遠的互利，遠非十
數億美元的貨物貿易所能比。事實上，
內地的硬件和基礎設施，尤其在東部地
區，有些已經不比香港差，但服務業就
不如香港。通過CEPA開放服務業，引入
競爭，對內地服務業發展也是一件好
事。　

調整好心態 配合國家發展

同時，CEPA客觀上亦加速了香港和內
地在證券業和金融業關係的緊密化，比
如香港的銀行開始從事人民幣存、匯、
兌和信用卡業務。李克強副總理去年訪
港期間公布一系列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
措施，本身就是加強了香港與內地的金
融合作，並把「十二五」規劃中支持香
港的政策目標具體化和可操作化，以利
落實。這不僅是為當時香港面對美歐債
務危機衝擊和自身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

日益突出之際帶來「及時雨」，有利推動
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突破，而且有助
於推動國家的發展。其中，支持香港發
展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一系列措施，不
單是為了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也是為了國家的需要，配合人民幣國際
化的進程，具有「互挺雙贏」的性質。
廣州的南沙、深圳的前海、珠海的橫

琴，這些鄰近香港的地區都向我們的專
業服務「揮手」，在可見將來，香港人到
內地各省市工作，相信會變成常態化，
這是香港服務國家，貢獻力量的另一種
方式。甚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城
鎮化發展，香港都積累一定的經驗，可
供參考。
事實上，香港與內地的確能夠達致

「雙贏」，只要我們能調整好心態，配合
好國家的發展，香港這顆「東方之珠」，
自然就能夠繼續發放我們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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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繼續發放「東方之珠」的光芒

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說方向準確，是習近平上任的第一次離京出

訪，就到了當年鄧小平視察和支援改革開放的
試點廣東深圳，瞻仰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
銅像並敬送花籃，又到鄧小平訪問過的羅湖區
出現的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漁民新村訪問，
更到深圳與香港「前海」新開發區視察。這些
行程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和方向性標杆作用：其
一、向全黨、全國和全世界表明，他和新的中
央領導集體，將堅定不移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
道路不動搖；其二、鄧小平是他心目中崇敬的
導師，其理論和務實路線將是習近平遵循的方
向；其三、「萬元戶」是當時人民小康的具體
表現，現在全國要追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的目標；其四、深圳前海的開拓，是改革開

放的繼續，是永不停步和創新的試驗田。習近
平在視察中還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堅持改革
開放，敢於涉險灘，從行動到語言，給全黨、
全國作出宣示。

心繫民情樹立施政新風
說帶出新風，是習近平出訪視察，輕車簡

從。他所行之途，不封路讓道，不鳴笛驚擾；
他所到之處，不佈防戒嚴，不興師動眾；他接
觸群眾，都和靄可親，先伸手致意；他訪問貧
寒，只坐硬板凳，更噓寒問暖；他到達軍營，
吃相同菜飯，是普通一兵。總之，習近平以他
的一言一行，實踐了中央政治局12月4日通過
的改進黨風「八項規定」，即「改革調查研
究，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會議文稿，規範出訪
活動；改進警衛工作，改進新聞報道；嚴格文

稿發表，厲行勤儉節約」。習總書記作為黨和
軍隊的第一把手，低調、務實、簡樸，已為各
級官員作出了表率。
習近平如此，李克強也心繫民情，為政壇帶

出了新風氣。
「落機未及吃晚飯，雨夜直奔貧困州」，這

是《文匯報》近日對李克強的真情報道。他剛
從江西九江視察，又飛赴湖北最窮的鄂西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區。當時正下雨雪，李副總
理連晚飯也來不及吃，就來到青堡村與村民圍
坐火塘旁噓寒問暖：問收入多少？口糧夠不
夠？把黨中央的深情厚意送到了貧民大眾的心
窩。但是，他對黨的領導幹部，卻是嚴格要
求，帶出了一股新風氣。
最近，國務院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

作座談會。會間，李克強一再即席提問與會官
員。例如：「不要讀稿，要新資料」；「要數
字，舉事實」，常使一些地方官員支吾以對，
狼狽不堪。據知，即席提問一要考官員的知識
量、訊息量和涵養量；二要對官員在新形勢下
執政進行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和
對外部環境的考驗。眾所周知，李克強知識增
值能力強，調查研究務實，能說流利英語，作
風雷厲風行。這次「強勢出擊」，對那些只唯
書，不唯實；聽匯報，不調研；吃老本，不立
功的尸位素餐幹部，是再也混不下去了。對那
些慵懶、顢頇、無能的濫竽充數者也只有罷免
下台了。

特首工作得到中央肯定
至於香港的新特首，上位半年，就在反對派

的狙擊下與民眾互動百餘次，解決「雙非產子」
困擾、限制上水水貨、長者特惠津貼、樓市泡
沫降溫，都已見到成效，真正落實「穩中求
進，務實有為」，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
習近平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期盼上上

下下都如習總書記立新風，行新政；如李副總
理厚情意，庇九州，迎接新一年的到來，為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新政光萬物 厚情庇九州

歐永偉會計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黃熾華

韋 剛

踏入2013年，特首梁振英
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很快就要
出爐了。過去幾個月，特首

召開了多場諮詢會，聽取了無數的意見，如何將這眾多的
意見融合？世界上沒有能令所有人滿意的施政報告。不久
前，梁特首上京述職，總理溫家寶希望他能處理好民生問
題。在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的主打政綱也是以民生掛
帥。現在，相信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很自然地也將是主攻
民生問題。香港眾多的基層市民正引頸以待，想知道梁振
英能為他們帶來什麼有利民生的政策？
梁振英上京述職時，溫總理提出的六大民生問題是可以

參考的項目。當然，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業並不是問
題。但是，國際經濟形勢多變，2008年的國際金融海嘯說
到就到，就連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也是來得突然。今日
西方國家及日本都在狂印鈔票，鈔票多了，金融市場的炒
作熱了，也埋下了新金融風暴的種子。因此香港必須有備
而戰，留意金融風險的增加。
一說起民生問題，不少人就想起「分餅」。但是，「分

餅」之前，一定得繼續努力地「做餅」。做更大的「餅」，
基層才能分到「餅」。梁振英一上任，就成立扶貧委員
會。很多年前，香港也有過扶貧委員會，可惜委員會開了
數次會議，交了一份報告後就解散了。這一次，許多人對
梁振英成立的扶貧委員會抱更大的期望。不過至今為止，
許許多多的香港人仍然對如何扶貧抱㠥兩種迥然不同的態
度，那就是應該直接分錢給窮人，還是教窮人學會賺錢。
理論上，長貧難顧，分錢可能養懶人，但是，教窮人如何
賺錢，說易行難。人生出來天資不同，懶與勤也不一樣，
如何平衡？貧窮線如何劃？劃了之後又如何實際地協助貧
窮線之下的人？這些問題都應該在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中
有答案。
目前香港，傳媒討論最多的民生問題，不是貧窮問題，

不是就業問題，而是住房問題。理論上，香港房屋數量比
家庭數量還多，香港亦沒有「屋荒」的問題。但是，香港
人爭㠥買樓，理由是買樓可以置富，許多人一生的最大財
富就是他為自住而買下的那套樓房。許多人看到他的親戚
朋友靠買樓發達，也渴望擁有自己的房子。「置安心」項
目一推出，萬人空巷，排隊三小時看示範單位及領取表
格。已經交上來的申請表格中，以單身年輕人為主，今日
的父母已開始為他們的子女籌備一個安居之所。過去六個
月，梁振英上台後，推出的新政策中有多項皆與住房有
關，施政報告對此也該有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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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光萬物，厚情庇九州」。用這兩句詩來描述我們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送走2012舊年，迎接2013新年，是十分貼切和興奮的情景！可不是？中共十八

大後，接班的黨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在治黨治國方面，方向準確，強勢出擊，為全國上下領導層帶出一股新風，

吹來一派新氣，表現一種新銳；而以梁振英為行政長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也排除萬難成績顯著。全國人民和香港

人咸感果然是「江山滿目開新卷，城闕朝陽散積陰」，充滿㠥憧憬和期待。

■習近平在

河北阜平縣

看望民眾，

與 村 民 合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