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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外判商高寶貨運公司昨日宣

布，決定結束營業。李卓人和黎智英聯手策動的工

潮，高寶近七成半的員工參與罷工。這次工潮對香港

貨櫃業雪上加霜，隨 不少貨物受工潮影響逐步調離

香港，貨櫃碼頭業務衰退，高寶成為工潮中第一個被

迫結束營業的外判商。

高寶實在做不到職工盟提出的20%加薪幅度，不單是

高寶一家的問題，整個商界都頂不住，即使有一家勉

強應承，李卓人會一家一家企業去搞，最後把香港商

界搞垮，徹底砸爛香港打工仔的飯碗。今次工潮嚇怕

不少商人，若他們不再保留在香港的業務，工人罷工

完畢卻「冇工開」，生計受損，影響的可能是成千上萬

個家庭。

李卓人的外國背景暴露無遺

李卓人的外國背景，在今次工潮中暴露無遺。今次

工潮罕有獲得簡稱ITF的國際運輸業工會組織的關注和

支持。有熟悉碼頭業運作的人士指出，以船東作為主

要談判對象的ITF，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夠「進佔」香港

貨櫃碼頭這個亞洲的重要樞紐分一杯羹，以令他們在

談判中可聯合碼頭工人，以拒絕落貨等手法迫使船東

讓步。職工盟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是ITF屬會，李卓人及

其職工盟騎劫罷工行動，並多番刁難資方令談判難以

達到共識，主要是為掩飾ITF「進佔」香港貨櫃碼頭。

ITF對今次碼頭工潮的介入亦有跡可尋。罷工基金自成

立以來，已經收到逾500萬元「捐款」，讓人質疑錢從

何來？按照一般募捐、籌款活動做法，既然是公開捐

款，職工盟就應該將捐款來源公開，讓社會各界了解

基金的運作情況，但職工盟卻對此諱莫如深。包圍中

環長江中心的人，其中不乏臉白肉細人士，根本不像

碼頭工人。有消息指他們是用錢僱傭來的「專業遊行

示威人士」。

李卓人黎智英針對愛國商人

李卓人和黎智英搞事針對的都是愛國商人，這次也

不例外。在李卓人和職工盟騎劫罷工行動的同時，壹

傳媒老板黎智英旗下《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從工

潮一開始就不斷攻擊和誹謗李嘉誠。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公司(HIT)昨日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壹週刊》有關

貨櫃碼頭工潮的報道，內容涉及誹謗性言論，向法庭

申請禁制令，禁止《壹週刊》再次繼續發布類似言

論，並就有關損害公司聲譽索取賠償。4月4日出版的

《壹週刊》封面故事，誹謗和記黃埔的高層以及香港國

際貨櫃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嚴磊輝，是碼頭外判公司

股東或董事，是以「假外判」來壓榨工人。嚴磊輝立

刻召開記者會，澄清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或任何集

團直屬公司均不是外判商。4月11日出版的《壹週刊》

誹謗李嘉誠的和黃「操控碼頭收費賺取千億元暴利」，

但據了解，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利潤很少，還不夠

《壹週刊》所說的「千億元暴利」的零頭。

李嘉誠拒絕在壹傳媒落廣告被惡意針對

李嘉誠是港人白手興家、艱苦創業的一面旗幟，他

的奮鬥歷程和成功經驗，是港人共同的精神財富。但

是，黎智英多年來一直惡意針對李嘉誠，對李嘉誠不

斷造謠誹謗，原因是李嘉誠旗下集團拒絕在壹傳媒落

一分錢的廣告。李嘉誠先生堅持愛國愛港，一身正

氣，怎麼可能用廣告資助反中亂港宣淫販賤的壹傳

媒。黎智英如竊賊盯住李嘉誠

的錢袋，對李嘉誠「玩針對」，妄

想逼李嘉誠在壹傳媒登廣告，實乃異

想天開。

李嘉誠照顧就業 香港碼頭不搞機械人

李卓人和黎智英對李嘉誠竭盡攻擊之能事，公然誣

衊李嘉誠「貪得無厭」，這完全違反事實。李嘉誠已捐

出近三分之一身家作慈善用途，他的捐款惠及中國內

地、香港和海外的賑災、教育、科技發展，以至各種

各樣的公益事業、宗教事業、醫療事業等。在全球凡

有華人足跡的地方，李嘉誠都受到廣泛的認同和尊

敬。善待員工，也是李嘉誠一以貫之的本色。目前，

全球許多碼頭已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管理，例如，荷

蘭鹿特丹碼頭90％已是機械人管理，因為機械人成本

低，每個成本包括折舊費在內，每月只是6,000港元。

但是，在華人地區，李嘉誠旗下的碼頭卻不搞機械

人，不是不會搞，而是考慮到就業問題。李卓人和黎

智英卻公然誣衊李嘉誠「貪得無厭」，完全是顛倒黑

白。

李卓人和黎智英聯手策動工潮，並計劃無限期包圍

長江中心，是企圖把工潮延續到「佔領中環」。如果任

由工潮延續到「佔領中環」，令香港騷亂四起，各行各

業風聲鶴唳，社會難以管治，禍港惡果會殃及每一位

市民。希望香港市民不會認同李卓人和黎智英聯手禍

港。警方有責任依法採取行動，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

和營商環境。

李卓人和黎智英聯手策動的工潮，已令香港貨櫃業雪上加霜，高寶成為工潮中第一家倒下

的公司。職工盟提出加薪20%，不僅外判商無法承擔，而且會拖累整個香港工商界。李卓人

的職工盟碼頭業職工會是國際運輸業工會組織（ITF）屬會，李卓人騎劫罷工行動，掩飾ITF

「進佔」香港貨櫃碼頭，其外國背景，在今次工潮中暴露無遺。黎智英多年來一直對李嘉誠不

斷造謠誹謗，原因是李嘉誠愛國愛港，一身正氣，旗下集團拒絕在反中亂港、宣淫販賤的壹

傳媒落一分錢的廣告。凡有華人足跡的地方，李嘉誠都受到廣泛的認同和尊敬。在華人地

區，李嘉誠旗下的碼頭不搞機械人，不是不會搞，而是考慮到就業問題。李卓人和黎智英聯

手策動工潮，並計劃無限期包圍長江中心，是企圖把工潮延續到「佔領中環」。香港社會對此

須提高警惕。

工潮令港貨櫃業雪上加霜 李卓人黎智英聯手禍港

自稱虔誠天主教徒的壹傳媒

老闆黎智英，近日旗下《蘋果

日報》卻接連向多位牧師開

火，肆意抹黑，而原因不過是

他們反對違法的「佔領中環」

行動，發出了一些公義的聲

音，就被《蘋果》連日狙擊。

黎智英對於不合己意的聲音動輒

打壓，就是要在教會內製造白色

恐怖，令到牧師們在寒蟬效應

下，不敢再仗義執言據理發聲，

這豈非與教會倡導的「行公義，

好憐憫」背道而馳？黎智英以為

自己就是上帝？

香港基督教會的吳宗文牧師，

早前發表了《基督徒該如何看公

民抗命》一文，提到「我們該如

何看待這類當今盛行的反社會行

為呢？特別是有在大學教法律的

基督徒，提出以公民抗命形式佔

領中環，迫使中央和政府對其政

治訴求就範；當中甚至有牧職身

份人士介入其中」。他認為「公

民抗命不是聖經教導的普遍通

則，基督徒不要視之為天經地義

的事情，也不要受社會異教之

風，特別是西方個人主義色彩甚

濃的人本自由政治觀念所影響，

以相對的政治理念變成絕對，以

短暫的政治方案變成永恆」。

確實，《聖經》究竟有哪一條

主張教徒要公民抗命呢？又有哪

一條主張以違法以致犧牲社會利

益的行為去達到某些目的呢？一

條都沒有。相反，《聖經》說的

是「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

凱撒」，教廷干預政治是歐洲「黑

暗時代」的一大特徵。然而，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卻故意選

在教堂內發表行動信念書，意圖

借宗教的影響力為違法行動背

書，這絕非是導人向善，而是導

人向惡。吳宗文牧師在「佔中」

問題上激濁揚清，體現出一個神

職人員應有的品德和操守，與另

一位鼓吹違法抗爭的牧師不可同

日而語。但結果，《蘋果日報》昨日卻以一大

篇報道和評論文章去攻擊吳牧師，批評其教會

「立場極端保守，同時擁護建制」，並且將過往

教會反對「暴民政治」、反對「公民抗命」等

「往績」都羅列出來，以此誣指教會「要求信

眾順從執政者」云云。

然而，教會反對「暴民政治」，期望社會和

諧，抨擊暴戾風究竟違反了哪條教義？難道要

如黎智英般在旗下報刊上渲染黃色暴力，煽動

暴民政治歪風，鼓勵市民參與違法的「佔領中

環」，就符合教會宗旨？《蘋果》對於吳牧師

的抹黑，完全是含血噴人，毫無理據，目的不

過藉此在教會內製造白色恐怖，令牧師不敢再

反對「佔領中環」行動。事實上，另一位林以

諾牧師近日也遭到《蘋果》和一些反對派支持

者的狙擊，對於這些無理謾罵，他昨日終於忍

不住在facebook上留言，不點名批評有傳媒為銷

量分化社會，不值人尊重，更指牧師間出現不

同意見，是有「不信主的傳媒」挑撥，破壞教

會合一。所指是誰相信不必明言。

現在看來，反對派對於「佔領中環」已是勢

在必行，並且卯足全力，在傳媒上、政黨上、

教庭上的動員更是不容有失，所以對於教會內

仗義執言的牧師自然要全力打壓，藉此製造白

色恐怖，這種行為是對神的最大褻瀆，說明黎

智英為了政治利益已經出賣了自己靈魂。《聖

經》上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靈

魂，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靈魂呢？

當然前提是，如果他還有靈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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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或增20議席
再劃界灣仔「東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人口持續增加，地區行政的工作越來越吃重，市民對區議

員的要求也隨 社會發展而越來越高，加上特區政府已決定取消委任區議員，各政黨及政團均要

求當局重新檢討地區行政。據悉，政府計劃於下月初公布2015年區議會選區劃界及增加議席的

安排。消息人士透露，按當局的2015年人口推算，民選議席應可由目前的412席，增加18席至20

席，其中人口增幅最多的元朗區，增加幅度將會「坐三望四」，而鑑於灣仔區人口減少，為更有

效分配資源，當局會建議將屬於東區的4個選區，包括維園、北角城市花園、炮台山及天后劃入

灣仔區。

因應香港人口增加，及區議會委任制的取消，區議
會一直向政府爭取提升區議員職能，及增加區議

會的民選議席。據悉，當局因應各區議會的要求，計劃
於下月初，就2015年區議會選區劃界及增加議席的安排
提出建議方案。

推算人口2015年需423席

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根據規劃署最新的人口
推算數字，到2015年，香港的整體人口約為731萬人，
倘以目前區議會的人口比例計算，即每17,282人應有一
個區議會議席，則區議會民選議席到2015年就需要有約
423席，即較目前增加18席至20席，而現行的區議會劃
界也必須改變，以更有效分配資源。
不過，他指，當局在決定重新為選區劃界時，除了要

顧及人口因素外，還要考慮到各社區設施分布，以至交
通、地緣及歷史等因素，故在重新劃界後，新增的議席
不一定會平均分配於各區，其中港島的變動會最大，估
計整個港島會增加達19席，但可能因人口分布、地緣及

設施等因素會有一兩席的出入。

灣仔人口減 或吸4選區

除了議席顯著增加外，港島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也會
有「大手術」。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有意將灣仔及東區
區議會的各個小選區重新分配，將近年人口急增的東區
的數個細選區撥入灣仔區，以增加灣仔區的細選區數
目，使兩區議席的分布較為平均，初步計劃是將目前屬
於東區的北角城市花園、維園、炮台山及天后等4區劃
入灣仔區，因為這些地區的發展，一直都靠向與灣仔區
協同發展。
該名消息人士坦言，有地區人士擔心，若當局將維園

區劃入灣仔區，東區會失去了現有的大型運動場地，而
一直為東區出錢出力，在區內投入大量建設的銅鑼灣街
坊會，在新劃界後就會屬於灣仔區，令東區失去強大的
後援，很多地區人士可能會提出反對，故當局已預期在
新建議推出後，可能會有很多反對意見。由於劃界與議
席數目涉及複雜的範圍，故當局可能會將劃界、議席數

目，分拆為兩份建議書進行公開諮詢。

梁志祥：元朗新區應「獨立」

另外，根據規劃署的人口推算，元朗區人口將首次突
破60萬人，可望增加4個民選議席，元朗區議會內的民
選議席或會增至34席。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區內的洪水橋公屋項目，及元朗
市新時代廣場三期等，無論在人口數目、社區設施、交
通配套等，均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區議會選區，加上天
水圍與元朗多個選區，區內人口均已超過2萬人，相信
在政府重劃選區後，元朗區最少要增加3個區議會民選
議席。

財爺：港貨內地吃香靠Q嘜

■政府計劃將目前區議會的412個民選議席，增加18席

至20席。圖為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觀
塘區議會坪石選區補選的提名期昨日
結束，選舉主任共接獲兩份提名表
格，包括民建聯的陳俊傑，及社民連
主席「長毛」梁國雄。選舉主任會審
核及確認獲提名人士的資格，而獲有
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將於憲報刊登。
從未在觀塘區服務的長毛昨晚發表

聲明，以自己「家住啟業 」作賣
點。但事實上，他在當選立法會議員
後繼續霸佔啟業 公屋單位，被市民
鬧爆。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於4月23日（星

期二）為候選人及其代理人舉辦簡介
會。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將會主持簡
介會，介紹選舉活動指引的內容。廉
政公署的代表亦將於會上講解《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選舉主任
以及選舉事務處、香港郵政和律政司
的代表也會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優質標誌局，
於昨晚舉行「Q嘜35周年啟動典禮」，
邀得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香港工業總
會主席鍾志平、香港優質標誌局主席
丁煒章，及榮譽主席孫啟烈主持啟動
儀式，為一連串活動掀起序幕。
曾俊華昨晚在典禮上致辭時指出，

近年香港企業產品獲內地消費者青
睞，主要的原因是香港品牌擁有優質
形象，增加了消費者對香港產品的信
心，加上國家「十二五」規劃強調要
擴大內需和推進服務業發展，這個目
標為香港品牌擴闊了市場空間，亦為
香港「Q嘜」企業帶來龐大的機遇。
曾俊華期望，業界能夠善用政府提供
的支援措施，把握時機，拓展內地及
海外市場業務。

丁煒章：Q嘜認證廣獲信賴
丁煒章致辭時表示，Q嘜認證計劃

建基於客觀的檢測數據，是個獨立、
公正、具公信力的檢測驗證機制，到
今日有關計劃已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
同和信賴，成為一個重要的消費參考
指標。同時，為充分了解消費者的需

求，今年3月香港優質標誌局訪問了19
家獲頒Q嘜認證的企業，了解10年間
顧客在選購貨品或服務時，對品質的
要求趨勢。
他說，結果發現，逾八成企業表示

顧客對品質的要求提高，足見消費者
對產品和服務質素的要求越來越嚴
謹，調查同時發現，大部分企業自取

得Q嘜認證後，有5%至15%的業務增
長，個別企業更有兩成或以上的增
長。
Q嘜今年將舉辦連串活動，包括舉

辦「Q嘜全城拍」抽獎活動和第二屆
的「Q嘜優質生活嘉年華」、「Q嘜寶
寶選舉」和「Q嘜親子廚神大賽」
等，慶祝Q嘜計劃推出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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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鍾志平、丁煒章及孫啟烈昨主持「Q嘜35周年啟動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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