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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備受國際矚
目的「十八大」，去年11月於北京圓滿閉幕。
新界社團聯會近日邀請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
郝鐵川（見圖），與社區領袖一同分享「十八
大」對世情、國情、港情帶來的變化及影響。
郝鐵川指出，內地將於2020年基本達致工業
化，將為香港製造業提供難得機遇。內地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核心是科技創新，建成創新型國
家，這也為香港科技成果產業化提供難得機
遇。同時，內地繼續擴大開放，發展服務業、

加大文化產業力度等諸多方面政策，均使香港
現有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優勢產業再度
受惠，提供新發展空間。

陳勇梁志祥溫悅球等出席

分享會由該會理事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勇主持，會長梁志祥立法會議員、榮譽會
長溫悅球、副會長黃戊娣、副理事長溫忠
平、陶桂英、陳平、黎陽等包括20多名區議員
及60多名社區領袖出席聆聽。中聯辦新界工作

部副部長張肖鷹、處長區劍偉亦出席了分享
會。

歸納「三好」詳解五個「第一次」

郝鐵川精煉生動地歸納「十八大」的「三
好」： 即「產生一個好的政治報告」、「選出
一個好的班子」、「給香港未來多方面發展提
供好的機遇」。他詳細介紹「十八大」的亮點
與創新內容，包括五個「第一次」，包括第一
次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內容，第一次把

科學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驗作出新
總結，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政治體
制改革重要內容，第一次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第一次把「三型」政黨作為執政黨建設
目標，以及對國家發展戰略作出「五位一體」
新布局等。特別是從四個方面總結，豐富「一
國兩制」理論，包括提出「一國兩制」方針的
根本宗旨、處理「一國」和「兩制」關係的三
項原則、總結作為執政黨領導實踐「一國兩制」
的基本經驗、落實「一國兩制」的㠥力點，完
善與基本法實施的相關制度和機制。
郝鐵川又跟與會人士互動交流，並解答有關

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打擊貪污
腐敗等問題。

特區政府設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目
的，是希望透過鼓勵和促進不同性

質的機構，包括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構及
不同界別機構，如社會福利、教育等互相
合作，建立社會網絡和推行社區支援計
劃，促進社會融合。

經研究評估 證基金惠民

據勞工及福利局提交立法會的資料文件
顯示，截至2012年11月，基金已資助逾
170間機構/服務單位推行251項計劃，總
資助或已承擔金額約2.6億元。當局分別
在2006年委託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嶺南大
學，以及在2012年委託香港城市大學和香
港理工大學完成兩次研究評估，結果均肯
定基金發展出的各類型協作模式，能有效
提升個人能力，促進跨代情誼、跨階層互
助及跨種族融和。
勞福局昨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申

請基金承擔額由1億元提高至3億元。公民

黨議員郭家麒聲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儼
如「買票共享基金」，是「蛇齋餅㡇共享

基金」，「公然利用納稅人公帑及弱勢社
群額外資助津貼，透過建制派相連組織，
選舉前在大型屋㢏派糖買票」，「究竟保
送當選是否基金指標？利用納稅人公帑好
離譜」。
工黨議員張超雄附和稱，翻查基金過去

3年撥款記錄，「發現」基金共向親中團
體撥款1,300萬元，佔整體撥款14%；其中
離島婦聯及觀塘民聯會更分別成功3次獲
批撥款，前者獲340萬元，後者則獲240萬
元，質疑離島婦聯及觀塘民聯會是否有過
人之處。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聲稱，基金
委員會涉嫌向個別政黨傾斜，絕非空穴來
風。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趁機借題發揮，稱目

前基金監管制度模糊，委員會非官方成員
中包括了民建聯成員，涉嫌「利益輸
送」，更語無倫次地說：「如果基金是自
己人睇自己人，即是情人眼裡出西施。即
等同近親繁殖，大家癡癡呆呆、坐埋一
㟜。東華三院有義莊，可能民建聯都有義
莊，但卻是政治義莊，有好多政治死人，
甚至是政治殭屍」。

譚耀宗：沒有提名參與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隨即反駁指，反對派

指控無根無據，事實是民建聯成員眾多，
又有豐富地區經驗，有成員更被政府邀請
參與基金，就被反對派議員諸多批評，甚
至進行政治抹黑，講法有欠公道，「民建
聯有成員獲邀參與基金，卻面對諸多批
評，說民建聯大逆不道又利益輸送，非常
難聽。事實是，民建聯既無提名成員參與
基金，亦無申請任何項目，大家不好以歧
視眼光看待民建聯成員」。

梁志祥批對方並無落區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坦言，有關基金在地
區開展多年，確實令很多市民受惠，特別
是新來港人士；但反對派竟然質疑是「蛇
齋餅㡇共享基金」，做法無良：「大家仲
話係民選議員，大家有無落區視察計劃發
展，對一直盡心盡力服務社區的機構非常
無良，大家點解會以政黨及政治立場去評

估計劃對錯？」

鍾樹根查證惠慈善團體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也說：「我都翻查資
料發現，救世軍及東華三院過去最少有4
次以上獲批撥款，他們又有咩超人之處？
我們又是否要研究與反對派有咩關係？郭
家麒，你㝋度『亂廿四、得就』！
心虛得過你公民黨，連會員名冊都唔敢公
開！」

張美珠：已訂利益申報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張美珠回應時強
調，勞福局選擇委員和審批基金撥款時有
一定準則，只會考慮有關團體或組織過往
的工作，而不會考慮對方的政治背景，是
「用人唯才」。基金指引亦清晰訂明利益申
報機制，絕非「蛇齋餅㡇委員會」。
經過近兩個小時討論，財委會終以44票

支持、5票反對，大比數通過向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注資2億元撥款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全國政協委員
劉夢熊日前接受一份周刊訪問時，談到自己與特首
梁振英選舉期間的關係。梁振英昨日接受傳媒訪問
時首次作出回應，指對方所說的都不是事實，並強
調自己會透過做實事獲得市民信任。

澄清劉夢熊指控非事實

梁振英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劉夢熊在周刊
訪問中所說的都不是事實：「他對我有關山頂大宅
的說法都是不真實的，我已在數月前書面聲明中清
楚回應，聲明亦在報章上刊登了」。他坦言，自己
從沒期望一上任市民就會信任他，故自己和團隊一
直落區接觸市民，並在房屋、福利等範疇有切實舉
措，希望透過做實事令市民信任他，「好像在施政
報告，就有短、中、長期措施增加房屋和土地供
應」。

未想過辭職 積極向前走

被問及有人要求他下台，梁振英強調，自己從沒
有想過辭職不幹，而是要積極向前走：「（行政長
官，你有否想過即使只是一分鐘你應該辭職？）沒
有，我們正向前走。（你從沒有想過？）我和團隊
正向前走」。
就他和反對派的關係，梁振英強調，自己從沒有

視反對派議員是敵人，並曾邀請他們聚餐，只是議
員未必次次都出現：「我邀請了，他們不是每次都
來。我邀請民主派議員早餐、午餐、晚餐。（他們
沒有出現？）還有其他機會與他們交流，他們不是
經常出現。（你能說沒有將他們視為敵人？）沒
有，我視他們為夥伴，我視所有立法會議員是夥
伴」。

羅太憂再糾纏影響施政

原梁振英競選辦主任、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認為，
劉夢熊指控只是茶杯裡的風波，擔心事件繼續糾纏
下去，將會影響特區政府施政。她又坦言：「一直

在我認識這事（僭建）的過程中，我覺得（梁振英
在新居入伙時邀請2名律師及1名專業人員了解大宅
是否有僭建）是真事來的。梁先生在他的聲明中，
亦將兩個律師名字寫出來，所以我才覺得（原梁振
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沒理由會突然說是（2名律
師及1名專業人士的說法是）完全虛構，可能是劉
夢熊與張震遠之間有言語誤會。我更不相信梁先生
會在自己都未當選（特首）前，那麼輕率地答應某
人做甚麼官位，這個不是我認識的梁先生」。

譚耀宗：毋須傳召作供

另一邊廂，各反對派政黨昨日就劉夢熊的說法舉
行記者會，提出要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事
件，甚至提請大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傳召梁振英及劉夢熊作供，以調查事件。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坦言，他看不到有需要邀請梁振英
及劉夢熊到立法會交代。經民聯議員石禮謙認為，
事件純屬個人恩怨，不應在立法會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所謂「科教興
邦」，教育與科技往往是一個地區以至國家的興盛
之本，特首梁振英亦在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大對創
新科技發展的支援。曾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8年、
與香港高等教育及科研淵源極深的著名超導研究科
學家朱經武，昨日總結自己在不同地方的經驗時強
調，教育一定要國際化，尤其是內地科研發展飛
速，香港面對潛在競爭，更應「打開門」迎接世界
不同地方的合作，多培養和吸引人才。他坦言，
「教育產業」只是一個名稱，最重要是政府對教育
的重視，「如果『產業』就是重要的事情，那就應
該去做」。
自2009年卸任科大校長一職，朱經武又回到美國

專注自己的超導研究。朱經武昨日應光華新聞文化
中心邀請返港演講，並與傳媒分享種種教育及科研
方面的想法。臨別時，他寄語香港要發展高科技產
業。他昨日對記者坦言，現在再看，雖然還是認為
香港投入發展科研的金額較內地和台灣少，但認為
香港整體科研水平還在進步中，「今次我回來還去
了香港大學，出席研究工作坊，那些美國人都對香
港印象深刻」。

倘只靠自己 發展很困難
他強調，內地科研的確發展得很快，除了一些設

備較美國還要好外，個別領域更已經達世界第一。
一個科研小組便有多達20名至30名科學家，如果香
港還只靠自己，會很困難。他建議香港「打開
門」，多與其他地方合作，爭取人才，「例如即使
是美國，也推出不少科研交流項目，會花錢把學生
送出去學習，也會找人來美國交流」。

自資院校有求則會有供

對於香港社會近期經常討論的「教育產業」，在
朱經武眼中，這只是一個名稱，「把教育當不當做
產業，我不知道有甚麼區別，但如果『產業』就是
重要的事情，那就應該去做」，最重要的還是政府
重視教育，而且要做到國際化。至於自資院校的發
展，他認為這些學校「有需求就會自己出來」。

盼港社會亂中找回秩序

雖然朱經武已經離開了香港，但對這邊的狀況依
然關心，「香港最近有一點令我比較擔憂，就是社

會現在有點亂，希望它可以在亂中找回秩序」。對
於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他認為學生應關心社會，
但亦同時需要合理、要明白自己的責任及承擔。他
又寄語有意從事科研的年輕人，要堅定自己的目
標。雖然香港社會商業氣氛濃厚，也不要輕易受影
響。
去年底，朱經武成為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總校長，

帶領4所大學發展，找出各校強項，加以互補及支
持。他笑言，在港多年，累積難得的大學發展經
驗，並打算結合自己在美國的經驗，為台灣院校營
造良好環境，吸引更多人才。

郝鐵川新社聯講「十八大」港機遇

反對派誣指「派糖買票」撥款申請大比數通過

社區基金遭抹黑 民建聯狠批無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向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注資2億元承擔額，令基金可以運作至2018年。反對派則

以民建聯有兩名成員獲任為基金委員借題發揮，阻撓基金繼續運作，聲

稱特區政府「公然利用公帑向建制派發放政治酬勞」，協助他們選舉前

「派糖買票」，淪為「蛇齋餅㡇共享基金」。民建聯議員反駁指，反對派指

控無根無據，他們自己極少落區，卻不斷向民建聯作政治抹黑，甚至對

地區及慈善組織進行政治審查，做法無良。最後，相關政府撥款申請獲

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朱經武倡港科教迎世界人才

梁振英：視所有立法會議員是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優
化「地方行政」服務成效，施政報告
提出，計劃今年為每區額外預留1億
元，讓區議會於今屆任期內推展社區
重點項目；但反對派質疑該計劃會是
「政治分贓」。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區議會
民選議員會循不同渠道收集民情民
意，深信他們能夠集思廣益，凝聚好
市民意見及地區需要，就各區重點項
目達成共識。她又指，當局未來會進
一步檢討區議會津助安排，讓區議會
更好落實地區服務及推動地區發展。

每區留1億 推重點項目

許曉暉昨日接受香港電台節目「左
右紅藍綠」時重申，政府計劃在區議
會地區小型工程撥款及社區參與計劃
撥款之外，為每區額外預留1億元，以
推展社區重點項目，並由區議會親身
倡導及籌劃，當中包括硬件設施、軟
件服務、活動項目等，更好發揮地區
優勢，「各個區議會按照自身優勢，
已經有好多不同建議」，例如美化臨近
海邊的海濱長廊、提升單車徑設施，
以至建設臨時性文藝場所及社區市
集。
被問及計劃會否淪為「政治分贓」，

許曉暉回應時強調，區議會民選議員會
循不同渠道收集民情民意，深信他們能
夠集思廣益，凝聚好市民意見及地區需
要，就各區重點項目達成共識。
她又說，在地區管治整體方向，政

府希望向區議會下放更多工作及責任，為落實地
區服務和推動地區發展而努力，「除了剛才提到
的增撥資源外，政府未來亦會進一步檢討區議會
津助安排，以配合區議會工作」。

啟德園區周邊全速興建

因應啟德體育園區發展，許曉暉重申，特區政
府1月18日剛公布了徵集園區意向書。而目前園區
周邊規劃亦正全速興建，包括郵輪碼頭、未來商
業及住宅用地規劃，以至整個起動九龍東計劃。
她深信待計劃逐步落成後，九龍東將會是市民大
眾共同享用的好地方。

近年年宵攤位不乏年輕人、學生面孔，他們大部分

首次創業，體驗營商苦與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

日為學生年宵主持開幕禮，並即時在年宵巿場內購

物，買手鐲、手機殼、卡片套、剪紙、袋子、吊飾和

不織布揮春，共消費397元。在芸芸戰利品中，一張

「桃花旺盛」揮春最耐人尋味。

荷里活廣場 一連辦3日

名為「新春喜盈『營』」的聯校年宵，由九龍倉集團學

校起動計劃舉辦。活動由昨日開始，一連3日在鑽石山荷

里活廣場開放，共有來自11間學校的中學生經營年宵攤

位，盈利更會捐出作慈善用途。

爭5億撥款 助青年創新

主禮嘉賓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扶貧委員會成立了社會

創新及企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稍後會爭取5億元撥款，

希望投放在幫助有心人士、企業、特別是年輕人在社會創

新，社會創業的工作。

她讚揚年輕人充滿創意；又指擁有知識和經驗，能使他

們把創意發揮得更好，「或許有朝一日，他們的業務會成

為舉足輕重的企業」。

她又期望，日後能在其他社會創新工作重遇擺年宵的同

學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捧學生年宵
買「桃花旺盛」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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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參觀學生年宵攤檔，並與學生傾談，以了解

攤檔運作情況。

■朱經武鼓勵香港面對內地科研競爭時，應「打開

門」與全世界合作，多培養和吸引人才。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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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指，民建聯既無提名成員參與基

金，亦無申請任何項目。 資料圖片

■梁志祥

批評反對

派無落區

視察計劃

發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