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中國漢字堪稱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字，涵蘊豐富的中華文化。民建聯昨日宣
布推出首次的「年度漢字」評選活動，藉此弘揚中國
文化。香港市民由即日開始可在10個候選漢字中投選
1個，表達對新一年的期盼，獲最多票的候選漢字將
當選「年度漢字」。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在記者會上
表示，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眾志成城的「成」字
最難達到，又希望將「和」字送給立會法，寓意議員
調和異議，齊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為配合中國農曆新年的節日氣氛，宣揚中華文化，
以及透過市民參與投票，表達對新一年的期盼，民建
聯首度舉辦「年度漢字」評選活動。由學者、專家、
專欄作家、出版界代表及民建聯組成評審委員會，根
據字義清晰、能總結過去一年及具備對新一年的期盼
和有積極向上的正面意義等準則。評委會在最初45個
建議漢字中，篩選剩10個成為候選漢字，包括：

「和」、「育」、「誠」、「安」、「正」、「才」、
「建」、「實」、「禮」和「成」，供市民投票（見

表）。

10選1  由市民投票
蔣麗芸昨日在記者會上笑言，在10個候選漢字中，她

認為眾志成城的「成」字最難達到，「社會存在不同的
聲音，要尋求共識有困難，希望各自有發揮的空間」，並
希望將候選漢字「和」送給立法會，寓意議員和諧共

處，集思廣益，調和異議，齊心為香港市民服務。
評審委員之一、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

授盧鳴東表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漢字是其中之一
的代表。往年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頻生，若推崇「禮」
則可免不和氣；而政府應調「和」不同意見，尋求解
決問題的共識；又有感去年南丫島海難，相信港人冀
求平「安」和身體健康。

結果2月1日公布
市民可以由即日開始至27日，透過民建聯網站投票

選出自己心儀的候選漢字，獲最多票數的漢字將會成
為「年度漢字」，而結果將於農曆新年公布。參與者可
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頭獎Samsung Galaxy S3智能手
機一部，結果於2月1日公布。

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指香港特區政府是一層政府
負責三層職能，提出要強化地區行政，透過賦

予民政專員更大權力及提升區議會的作用雙管齊下，
實現「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
希望逐步減輕政府在地區事務上事事包攬的角色。據
悉，梁振英將在月內公布的施政報告內，提出加強區
議會職能的建議。

加大地區權力 講容易執行難

葉國謙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認同梁振英放權給
地區民政專員，同時提高區議會監察職能的方向，期
望上任近半年的梁振英能盡快釐清他會如何放權給地
區，但加大地區權力，「講就容易」，但實際執行起來
要面對很多結構性、系統性問題，尤其是區議會職能受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限制，只可以是諮詢組織，故特區政
府在提升區議會地方職能時要慎重考慮，最多只能達到
前巿政局、前區域巿政局的程度，避免引起憲制問題：

「如何加大權力呢？我也未替他（梁振英）想得通。」
他認為，特區政府可先向區議會增撥資源，讓區議

員有效地監察政府運作：「我始終認為區議會是一個
監察政府的機構，不要去代替政府本身的運作。因此

在現時如何去賦予更多資源使區議會議員能夠有效監
察政府本身運作才是最重要。」

「提供6,000租津幫補」要求合理

葉國謙續說，目前，房署提供區議員辦事處舖位每
月租金約6,000元，但僧多粥少，大部分區議員都抽不
到，要租用私人單位營運辦事處，租金動輒逾萬元，
有些個案更高達1.6萬、1.7萬，「試問他們餘下多少錢
可以進行營運呢？」他向政府提出向所有租用非房署
舖位的區議員提供最多6,000元的實報實銷租金津貼。
他認為這個要求合理，起碼能幫補一下租用私人單位
營運辦事處的區議員。

被問到應否讓區議會像巿政局有獨立財政，他認
為，巿政局擁有獨立財政正是其中一個被殺局原因，
對走回頭路有保留，因為當時民意認為每年5%差餉收
入只用於巿政工作花費太大，特區政府有需要研究重
返巿政局模式是否加強地區行政的合適途徑。

建議區員獲1萬海外「取經」費

葉國謙又提出，政府要正視區議員需要擴闊視野，
增廣見聞提升議政論政水平的訴求，他參考立法會議

員每人有5萬元海
外考察經費後，
向政府提出向每
名區議員提供最
多1萬元的海外考
察經費，讓區議
員 到 海 外 「 取
經」，但區議員必
須參加以區議會
名義舉辦的官式
活動才可獲得津
貼，任期內只可
申請1次。

隨 2017行政
長官普選、2020
年立法會普選來
臨，政治人才培訓更見重要，地區行政被視為政制改
革中不可忽略的一環。他說，立法會只有70個議席，
未能提供足夠機會培訓政治人才，反觀區議會有412個
民選議席，是一個培養政治人才的場所，能形成一個
龐大的人才庫，他建議特區政府在推動地區行政時，
要考慮區議會如何配合代議政制的發展。

葉國謙不諱言，反對派在區議會選舉能拿到的議席
不多，難免對當局增加區議會資源會「分外眼紅」，將
加強區議會行政能力抹黑成向建制派「利益輸送」，預
料反對派政黨，尤其一些幾乎無地區工作的政黨，會
成為推動地區行政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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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受限難「升呢」
倡政府支援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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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選港「年度漢字」民記盼「和」贈立會
候選名單

候選漢字 說明

「和」 和，本義為調和，論語曰：「和而不同。」社

會中存在不同的聲音，集思廣益，調和異議，

這才是最徹底的妙藥良方。

「育」 育，生也。香港必須注重培育、保育、教育，

以及鼓勵生育，才能生生不息，健康發展。

「誠」 誠，意為真實無妄、忠實不欺。待人以誠，言

行合一，重誠信，尚真誠，應為社會重視的價

值。

「安」 世事幻變不定，居求安，冀望社會安定、安

全，萬千市民望安居，生活平安。

「正」 正，意指不偏斜，做事合乎道理和法則。香港

要走上正路，行事要正派，為人要有正氣，才

會踏上康莊大道。強調正，也有反對假、劣的

意思。

「才」 人才是香港的重要資產，需要有才能的人治理

香港，也要讓市民可以發揮自身才幹。

「建」 建，立也。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

需要更多的建設，才能創造美好的明天。

「實」 機遇瞬息萬變，政府必須踏實做事，香港需要

注重發展實體經濟，社會需要推崇務實求進、

腳踏實地的價值。

「禮」 禮，禮貌，《禮記》曰：「毋不敬。」社會需

要推崇言行重禮，明白尊敬禮讓的精神。

「成」 各界同心合力，眾志成城，香港自會有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是行政長官梁

振英的競選承諾，到底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會如何改進地區行政，很多區議員一直翹首以

待。立法會區議會（第一）界別議員、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右圖)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表示，區議會的定位受基本法限制，對將屬於諮詢組識的區議會提升執行職能有保留，建

議政府加強對區議會的支援，令區議員能更有效地監察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踏入2013
年的首日，新界社團聯會昨日上午率先發
起新年車隊巡遊，要求政府加強施政改善
民生。該會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及副
理事長陳 鑌率領20架車輛舉行「新年新
希望」的巡遊，並提出5方面訴求，包括反
加風、反通脹、保民生，發展經濟、創造
就業，加快興建公營房屋、提高住屋土地
供應，盡快推動新界的發展，及促進社會
和諧、推動繁榮穩定。

促強政勵治改善民生

新社聯的巡遊車隊昨日由元朗公園北路
出發，去到添馬艦新政府總部，由約20架
車組成。新社聯代表形容，香港現時仍然
要面對不少困難，環球經濟不明朗和熱錢
氾濫造成通脹，直接影響香港市民的衣、
食、住、行。現時市民是住屋難、面對公
共事業不斷加價、生活日用品價格高企
等，新社聯希望政府要強政勵治和加強施
政，以改善民生。

他們認為，香港的政治環境亦加重了政
府解決困難的難度，也為政府的施政帶來
嚴重的挑戰，希望政府在制定施政方針前
能充分考慮各階層市民正面臨的困難，主
動和大膽提出解決的辦法，及盡早擬定出
保障民生的措施，相信會贏得更多市民的
認同和支持。同時，特區政府也應以謙卑
的態度來加強與社會各界的溝通，才有助
於促進社會的和諧，團結更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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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社團聯會昨日上午率先發起新年車隊巡遊，

要求政府加強施政改善民生，並提出5方面訴求。

支持政府搞好經濟民生是主流訴求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及多個社團組織以「新年新希望」

為主題舉行遊行集會，主辦者估計有逾6萬名市民參

與，以不同形式表達「支持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的訴求。遊行人士表示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更有不少

人希望社會放下爭拗「跨步向前」、「團結一心，迎難

而上」，讓政府可集中精神解決民生問題。主辦單位表

示，遊行人數遠比預期中為多，各地區團體踴躍，有幾

百個不同團體參與，顯示市民都已厭倦爭拗，期望社會

重歸發展正軌。有參加者亦指出，特首梁振英的寓所僭

建問題只是小事，而改善民生才是大事，社會應向前

看，不應無了期爭拗。由市民自發組成的「愛港之

聲」，昨日下午在添馬艦政府總部露天劇場舉行「愛香

港撐政府嘉年華」，吸引約2,500人出席，他們以和平理

性的集會為特區政府以至公務員團隊打氣，盼望香港可

以重新出發。

即使由「民陣」昨日下午發起的遊行，除了部分人士

提出梁振英下台外，參與市民來自不同團體，例如有勞

工、宗教、弱勢社群等，他們在遊行隊伍中提出不同訴

求，有人要求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改善經濟及失業

問題，有人要求政府改善醫療及社會福利，亦有許多人

在遊行隊伍中以嘉年華式心態輕鬆愉快度過元旦。與過

去比較起來，「民陣」發起的遊行隊伍氣氛多了平和，

少了怨氣與怒氣，大部分遊行人士的訴求也是希望政府

解決經濟民生問題。

事實說明，多個團體在元旦日分別發起遊行，所顯示

的主流訴求都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遊行氣氛平和的社會原因

元旦日多個團體在遊行集會中表達不同訴求，氣氛都

大致平和，是由香港現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決

定的。對比歐盟各國，由於歐債危機惡化，由緊縮帶

來的一系列削減民眾福利的政策，點燃民眾的不滿情

緒，歐洲多國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緊縮政策。香港

卻是財儲豐厚，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投入更多資源改善

民生，包括每年額外花逾60億元推「特惠生果金」，

長者醫療券資助額倍增；在房屋方面，提出每年給予5

千名白表申請人，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以及全數資

助興建3千個青年宿舍單位。歐美各國失業率高企，創

二戰以來最高，而香港失業率僅為3.3%，幾乎實現全民

就業。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不久前公布特區政府民

望調查，顯示特區政府民望各項滿意度指標均有改善，

特首和3位司長的民望評分亦止跌微升。調查機構認

為，調查結果反映了特區政府近期推動的民生措施，如

打擊水貨客、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能令市民感到政府

意欲有所作為，並收到一些作用，惟措施引發的爭議抑

制了民望的升幅。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香港經濟增長為發達經濟體的

近二倍；實施了最低工資，底層打工仔的工資提升三成

以上；CEPA協議成績斐然；個人遊帶來數千億效益；

IPO融資總額排名世界第一；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離

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大型跨境基建全面展開；連續18年

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營商環境排行名列前茅；通

過2012年政改方案，突破了政制停滯不前的困局，向人

大確定的普選時間表邁進。

香港現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決定了倒梁遊行

的人數並非像有人所希望的那麼多。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推算約3萬人參加民陣遊行，這是比較客觀的數

字。況且，「民陣」發起的遊行，大部分參與人士的

訴求仍然是希望政府解決民生問題。香港經濟表現並

非差過歐美，民生絕非「水深火熱」，社會矛盾亦非

「水火不容」，這決定了元旦遊行氣氛平和，這其實也

是香港社會理性與和諧的反映，既說明現時香港社會

戾氣怨氣並不多，也

說明香港現在的社會

經濟狀況以及梁振英

和新一屆政府半年來

的施政，市民基本上

是認可的。

極少數人留戀殖民統治無異癡人說夢

對極少數人在倒梁遊行中留戀殖民統治的謬論，許多

土生土長參加遊行的市民強調，他們親眼見證香港不同

時代發展，由日本侵華、港英治港到今日的港人治港，

明白到香港成就得來不易，眼見反對派對歷任特首均窮

追猛打，儼同走火入魔誤導港人，深感痛心，決定走上

街頭力撐和諧香港。

毋庸諱言，香港有少數人一時轉變不了早年形成的優

越心態，似乎對港英時代頗為留戀。而這少數人並未深

入思考，中國經濟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很多30多年前相

對於中國具有明顯優勢的經濟體，都已經早已被中國拋

離。即便是回歸前管治香港的英國，在當今世界經濟體

系中的地位也已經大不如前，本身日子並不好過。有立

法會議員指出，如現在香港還由英國管治，遭遇金融海

嘯、全球經濟衰退這樣重大的經濟危機時，英國必定從

香港抽調資金往祖家救急，而指望英國本土為香港輸送

利益，無異於癡人說夢。相反，香港回歸15年來，祖國

是香港的堅強後盾，在每一個關鍵時刻，總有中央為香

港度身訂造的「挺港」政策，保障香港在繁榮穩定發展

的航道上前行。

昨日元旦香港有多場遊行及集會，表達不同訴求，支持及反對特首梁振英的團體均有活動。值

得注意的是，元旦遊行氣氛平和，這不僅是香港社會理性與和諧的反映，也說明現時香港社會戾

氣怨氣並非像有人所鼓吹的那麼多，顯示香港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半年

來的施政，市民基本上是認可和滿意的。元旦遊行反映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主流訴求，與特首梁

振英透過網誌對新一年的新盼望是一致的，包括香港經濟可以有比較高速度增長，社會可以更好

地應對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保問題，這也是整個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

元旦遊行氣氛平和 期待政府改善民生是主流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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