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訪深水 蛇店玩球蟒

譚Sir及Ann蔣昨日在民建聯兩名年輕生力軍、

深水 區議員鄭泳舜及劉佩玉陪同下，走訪鴨寮

街及附近商戶了解民情民生。眾人第一站先到訪

1965年開業的「蛇王協」，老闆娘二話不說拿出

一條6歲的球蟒「貓仔」迎賓，還鬼馬地說「貓

仔」好純品，從不咬人，隨即把牠放到譚Sir頸上

拍照留念。

「貓仔」表現活潑，不時兩邊擺動，但見慣政

壇風浪的譚Sir依舊表現淡定，連老闆娘也開玩笑

建議他養蛇，每當反對派在立法會搞搞震，一於

「佢掟蕉，你放蛇」，頓時引發一室哈哈笑聲。

怒斥梁國雄 街坊撐敢言

一行人其後轉訪不同商戶，向商販了解生意情

況及訴求，又大派賀年揮春。在到訪糕品店及涼
茶舖時，他們又飽嚐豆沙角及雞骨草等小吃。其
間，不少街坊主動上前大讚民建聯地區工作扎
實，又特別稱讚議會新丁Ann蔣表現出色，尤其
是她早前怒斥長毛的一幕實大快人心，並鼓勵她
新一年貫徹敢言作風：「畀心機，我 撐你！」

探舊樓租戶 細聽逼遷苦

譚Sir在總結深水 之行時坦言，很多商戶慨嘆
生意難做，除了租金飆升外，食品及日用品不斷
加價，也令小市民慳得就慳，生意雪上加霜。他
並透露民建聯在春節後舉行記者會，就2月底公
布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繼
續推出電費、差餉及公屋租金減免等利民紓困政
策，並增撥資源大幅增加安老及傷殘院舍宿位，
關懷弱勢。

蔣麗芸其後和劉佩玉探訪了深水 的舊樓租
戶，在深水 舊樓居住了6年的蘇太，正面臨9月
租約期滿後無處落腳之憂，即使新春將至，一家
四口也未現歡顏。蘇太說，現居的舊樓屬保良局
物業，大廈正進行翻新工程，並不再與租戶續
約，由於他們一家申請公屋4年多仍未能上樓，
擔心租約屆滿後無處落腳。她又哭訴，區內不少
數百呎小單位的月租，已攀升至8,000元至9,000元
以上，她丈夫月入約15,000元，根本難以負擔。

嘆冰山一角 促政府支援

蔣麗芸說，民建聯地區辦事處在了解蘇太個案
後，已「雙管齊下」地跟進，包括與保良局方面
溝通，並去信房屋署希望盡快安排對方上樓。她
形容，蘇太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隨 香港樓市
升勢持續，近期不少基層地區的舊樓業主都進行
翻新工程，其後就大幅加租或改建 房分租，要
求特區政府採取針對性措施，支援社會上最弱勢
的一群，包括為未能入住公屋的基層市民提供支
援。

在探訪期間，她又特意送上一袋裝滿日用品的
福袋和紅封包，鼓勵蘇太年幼的子女努力讀書，
裝備自己，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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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以來，風雨兼程，路途坷坎，種種困難、挑

戰和考驗接踵而至，有禽流感、沙士、甲型流感等疫症

侵襲，有亞洲金融危機、金融海嘯和歐美債務危機的衝

擊，但在香港遇到困難和彷徨之際，中央都全力支援香

港克服困難，發展經濟，促進和諧。香港走上了同祖國

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

兩地深化交流合作互利互惠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 CEPA協議成績斐然，個人遊

帶來數千億元效益和大量職位，IPO融資總額排名世界

第一，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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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連續19年被評為全球

最自由經濟體，營商環境排行名列前茅，過去10年經濟

增長為發達經濟體的近2倍，失業率僅為3.3%，幾乎實

現全民就業。

香港與內地深化交流合作是大勢所趨，對雙方有利。

香港中文大學2011年多次民調顯示，六成半受訪者認為

應與內地加強融合。尼爾森2010年第四季的一項調查顯

示，80%受訪者對於大量內地旅客到訪香港持正面的態

度，認為內地旅客訪港，可帶來大量消費，除帶動旅遊

和飲食業外，亦有助增加本土的就業機會，令香港愈趨

繁榮。大多數港人對自由行持正面態度，其實不單是對

自由行對香港經濟貢獻的肯定，也包括對大部分內地遊

客本身的肯定。

完善合作機制解決摩擦問題

近一兩年來，在兩地大規模的人員往來中，出現了一

些摩擦和問題，比如雙非孕婦赴港產子、水貨客等問

題。解決這些存在的問題，要靠兩地完善合作機制，加

強溝通協調。比如，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就防止內地孕婦

「衝關」赴港分娩進行商談，聯合採取措施，在雙非零

配額下，問題已得到遏制。又如，針對水貨客和搶購奶

粉等問題，特區政府日前公佈10招新措施，包括設立24

小時訂購熱線、修訂條例、制定監察名單、深港兩地合

作、加強口岸旅客檢查、本地跨部門合作打擊水貨、收

緊港鐵行李重量限制、加設行李重量檢查、增聘港鐵特

警隊人手以及加強車站巡查等，以確保奶粉供應及打擊

水貨活動。10招新措施公佈和實施後，水貨客肆虐北區

的情況已不復見，奶粉供應亦穩定下來。

絕大多數港人不贊成「反中」口號

很明顯，不能因兩地交往中出現一些問題去誇大矛

盾，否定兩地合作交流的巨大成果，也不能因此而否定

兩地經濟發展融合的大趨勢。但要警惕極少數人借兩地

交流中出現的問題，製造港人反對內地同胞、反對祖

國、反對中央的假象。

去年年初開始，在香港多次遊行示威如「七一」遊

行、反國教運動、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光復上水

站」、「光復香港」等活動中，有極少數人公開揮舞充滿

濃厚殖民統治色彩的龍獅香港旗和「米」字港英旗，有

少數人叫囂「反共反赤」、「擋住香港赤化」、「反中殖」

（反對中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人滾回中國

去」、「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南京條約萬

歲」等口號，絕大多數香港人對此並不認同。世界著名

數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丘成桐先生在《我們豈

能自甘人後》（刊於《明報月刊》今年第二期）一文中表

示：「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

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

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

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

少數港青不了解中國歷史令人深思

令人痛心的是，這

一小撮人中有的是香

港青年。據報道，其

中一位經常持港英旗

出動的80後青年被稱

為「港獨男」，是網

上群組「我 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的發起人之一，

現時該群組的核心成員有約30人，經常出來遊行示威。

這位「港獨男」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只有11歲，他自稱

父在深圳開廠，家庭經濟富裕，回歸前經常魚翅撈飯、

燕窩補身；但1997年後，內地經濟環境轉差，家人生意

失敗，讓他由天堂跌入地獄，加深了他對特區政府的不

滿，於是緬懷起港英時代的那些年。這位「港獨男」所

謂「港英旗緬懷魚翅撈飯」的說法十分荒謬，因為回歸

前其父在深圳開廠家庭經濟富裕，乃是得益於內地的改

革開放政策，與「港英美好時代」有何關係？丘成桐先

生說：「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

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

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

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

思。」這位「港獨男」對中國歷史認識的匱乏，令人深

思。

值得警惕的是，揮舞港英旗和叫囂「反共反赤」、

「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等口號的，只是極少數人，他們

人數雖少，但卻虛張聲勢，企圖捆綁香港市民，加上一

些並不客觀的媒體推波助瀾，企圖製造香港人反中反共

反對內地同胞的假象，對此港人應提高警惕。

香港與內地深化交流合作已是大勢所趨，對雙方有利，香港社會總體看法亦積極正面。需要

警惕的是，極少數人借兩地大規模人員往來中出現的一些摩擦和問題，企圖虛張聲勢，騎劫香

港市民，製造港人反對內地同胞、反對祖國、反對中央的假象。然而，極少數人叫囂「中國人

滾回中國去」、「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等「港獨」口號，絕大多數港人並不贊成。

對於製造兩地對立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予以回擊，對於兩地交往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應積極解

決，對於兩地民眾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要倍加珍惜。隨 國家的不斷強大，兩地合作的道路將

會越走越寬。極少數搞「港獨」的人，只會碰得頭破血流。

警惕極少數人製造港人反對內地同胞的假象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財爺：續推人幣產品強化競爭力

譚SirAnn蔣拍心口
為基層商販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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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在政界中
是有名的愛好種植之人，並積極推動環保工作。他昨日
在其網誌上，「圖文並茂」地介紹，將自己以前一棵親
手培育成幼苗的幼橡樹，移種到特首粉嶺別墅的過程。
他形容，這棵橡樹的發芽和成長，代表 一個個信念的

「傳承」：「大家要有承擔，有分工，有合作，要有
『以香港為家』的意識，也要身體力行，把環保和保育
的工作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上以《由一棵橡樹說起》為題撰
文，介紹自己於兩年多前，和十多位關心香港鄉郊保育
的人士，包括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
Jones）等成立「香港鄉郊基金」，在尊重私人業權的前
提下，保育鄉郊。在基金成立不久，其中一位委員、資
深大律師白理桃（Ruy Barretto）送給他幾棵橡樹種
子。

經過他悉心催芽，橡樹種子培育成幼苗，其後轉送給
鍾逸傑栽種，「當年的小苗現在已經成為茁壯的幼
樹」。日前，他便與鍾逸傑、白理桃3人，把這棵橡樹移
種到粉嶺別墅，讓它在園林裡扎根。

寓意分工合作愛護家園

他在網誌上分享了這個小故事，希望大家透過分工合
作，以「以香港為家」的信念，身體力行地傳承環保和
保育的工作，並代表了一份矢志推動香港環保和保育工
作的決心：「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改善香港的生活環
境，全民合力，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的永續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金融業在國際具有競爭力，而內地
經濟起飛帶來的機遇，不斷為香港金
融業的增長注入動力。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見圖)昨日在一座談會上表示，
香港有需要把握內地發展的機遇，推
出各種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和理財產
品，強化香港與內地及國際市場的聯
繫，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
爭力。

曾俊華昨日出席由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及香港菁英會等多個商會青年委員會舉辦的午餐座談會。他指出，
香港憑 自身獨特的國際地位和「一國兩制」的優勢，離岸人民幣業
務，無論是存款、貿易結算，還是發債融資的業務量在過去數年都迅
速增長，發展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他說，香港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餘額合共接近7,000多億元人民幣，
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2012年首11個月，內地以人民幣結算的
貿易交易金額相當於其商品貿易總額的12%，而經由香港處理的人民
幣貿易結算交易是相等於內地總額的超過九成，接近2.4萬億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上升四成多。

兩方面培養人才應付需求

曾俊華又提到，人才素質對金融業的持續發展極為重要。2012年，
直接受聘於金融行業的人數達22.6萬人，在過去10年間新增了接近5萬
個就業職位，相等於30%的增長。過去5年，金融行業為非管理及非專
業人員增加約2.5萬個職位，年均增長為4%，高於管理及專業人員職位
3.3%的增幅。特區政府會從兩方面 手提升香港人才的質和量，包括
繼續培養本地人才，增加大學和專上教育機會，並鼓勵專業團體提供
適切的培訓課程，同時也會吸引內地及海外專業人才，補足行業發展
的需要。

年近歲晚，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譚Sir）和九龍西立法會議員蔣麗芸（Ann蔣）

昨日專誠走訪深水 ，了解基層市民的生活。他們到區內的排檔，了解小商販面

對的困難和訴求。不少商戶向他們慨嘆生意難做：租金飆升難捱，食品及日用品

又不斷加價，小市民慳得就慳，令零售生意雪上加霜。譚Sir承諾，民建聯會在稍

後提出的預算案建議中，反映他們的訴求。

◆
聆
聽
訴
求
◆

香港文匯報訊 新界校長會邀請了中聯辦宣
文部部長郝鐵川，於昨日與會員校長及有興
趣人士，分享「十八大」會議的內容和感
受，期望他們將座談收獲，帶回學校與師生
分享。出席座談會人士包括來自新界區的70
多位校長、多位教育局官員和家長教師會聯
會代表。

郝鐵川認為，這次會議「產生了一個好的
政治報告」、「選出一個好班子」，並「將給
香港未來的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提供
難得的機遇和廣闊的平台」。他用生活化的例
子，說明「十八大」會議與香港息息相關的
內容，以及糾正外界對中央的一些誤解。

有與會者於發問時段時提問，在港英時
代，英國派港督來管治香港，為何回歸祖國

後，中央不派員管治香港。郝鐵川強調，
「一國兩制」不只是港人的要求，也是中央和
內地同胞的要求。只要香港能解決的，中央
不會插手。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與奉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祖國，有十分特殊的
關係。正如新加坡羨慕香港有祖國這個強大
的後盾，俄羅斯人羨慕中國有香港這個對外
的窗口。

理性論分歧 不應傷和氣

郝鐵川認為，港人在遇到困難時應馬上提
出，中央一定為香港解決。有分歧的時候，
應抱持「和而不同」的態度，理性討論。各
界人士均可發表意見，但不要講傷和氣的
話，因為無理吵鬧只會有損和諧。

郝鐵川晤70餘校長 分享「十八大」感受

■譚Sir、Ann蔣聯同鄭泳舜及劉佩玉探訪深水 商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譚Sir被蛇纏頸仍表

現淡定。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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