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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政治化 港人難上樓
林健鋒：人人不讓步有地也徒然 張炳良：無「魔術棒」須按部就班

吳克儉：林慧思報告已交特首

立法會昨日第二天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
案，議員在第二個環節主要討論土

地、房屋、交通、環境及保育政策。林健鋒
表示，政府每項覓地措施均具爭議，若社會
上每個人都固執己見，煽風點火，並將事情
政治化，堅持一步不讓，那即使政府再努力
找地，市民也很難盡快上樓。
他又質疑在綠化地帶或郊野公園建屋，是
否連談論也不行。

議員促重建老邨原區就業
民建聯葉國謙則關注華富邨重建，指現
時該邨樓宇已須長期用鋼柱、工字鐵支

撐，認為今次重建的決定是正面消息，亦
是當區居民樂見，但促請政府就重建計劃
上增加透明度。他亦希望當局可考慮重建
西環邨、模範邨等老舊的屋邨，並可與房
協商討和合作，作長遠規劃和做好重建工
作。
工聯會麥美娟表示，政府在推動新發展
區同時，亦要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生活模
式和文化，以人為本。她又認為，新發展
區需要創造當區就業機會，避免重蹈東
涌、天水圍、屯門等居民每日需花昂貴交
通費到市區工作的覆轍。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謝偉銓則稱，政

府在幫助基層上樓方面做了不少功夫，但中
產市民置業遙遙無期，施政報告亦未有推出
措施去幫助中產置業。他期望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可在財政預算案推出租金免稅額，減低
中產人士的租樓負擔。
張炳良表示，本港當前房屋問題複雜而

嚴重，但其手上並沒有「魔術棒」，解決
此深層問題需要冷靜處理，多管齊下，按
部就班，不能一蹴即就。

張：非「盲搶地」乃「急市民所急」
他指，政府並非「盲搶地」，而是「急
市民所急」，房屋發展和環境保育可以並
存。他認同社會不能「唯屋是圖」，但現
時問題卻「缺屋不行」，故需要做好平
衡。他又指，明白租金上升帶來基層影響，
但不希望「好心做壞事」。當局會進行研
究，分析本港過去推行租管的效果和海外經
驗。而長策會將短期內提交報告，政府會在
今年內公布長遠房屋策略。

陳茂波：長期土策着眼未來
至於有議員認為施政報告的措施落實需

時，未能解決目前的房屋問題，甚至形容現
時是畫餅充飢，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有關批

評罔顧事實和不公道。他指，施政報告有
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措施，若現時不進
行研究和規劃，日後便徒喚奈何。
而反對派在會上提出收回「軍事用地」

和發展「鄉村式發展」用地，陳茂波指回

歸前已有多幅「軍事用地」交回特區政
府，餘下的需留作防務用途，政府未有計
劃改變作其他用途；至於「鄉村式發展」
土地，在基建設施和其他配套上有限制，
而且分布零散，不適宜作大規模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立
法會昨日繼續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
案，房屋議題成為焦點。身兼行會
成員的經民聯林健鋒在會上指，每
項覓地措施均具爭議，若社會上每
個人將事情政治化，堅持一步不
讓，那麼政府即使努力找地，也難
幫助市民盡快上樓。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則指，手上並沒「魔術
棒」，處理房屋問題需多管齊下，
按部就班。他又認同社會不能「唯
屋是圖」，但現時問題卻「缺屋不
行」，故需做好平衡。

梁振英：從無向人提及李慧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遭商業電台解僱
的節目主持人李慧玲昨日高調舉行記者會，承認自己在
直播節目中多次出錯，更得罪廣告客戶，並曾「收過」
口頭警告，但聲稱是次遭解僱，是時任商台行政總裁的
陳志雲「吹毛求疵」，又在毫無實質證據下，聲言自己
是次被解僱，是特首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舉。特首梁
振英昨日回應說，特區政府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視香港的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候
提過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

李慧玲被炒誣衊「打壓」
李慧玲昨日在香港記者協會會址舉行記者會，聲稱是次
遭商台解僱，「百分百」是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
又聲言新聞界近日「接二連三出事」，由《明報》撤換總
編，以至《蘋果日報》、《am730》被「抽廣告」等，反
映她被解僱關乎香港的整體新聞自由，並非單一事件。
李慧玲又聲言，商台是因為續牌壓力而向特首「跪
低」，「證據」是陳志雲自去年10月開始，都帶拍紙

簿為其當日節目做「檢討」。
她承認，自己曾經得罪過多名廣告客戶，包括港鐵、
中電等，又承認在訪問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時，一時
「口誤」，將城市電訊和香港寬頻弄錯，另一次則將杜
汶澤太太誤稱為「田太」，並稱自己已即時更正，但仍
被陳志雲批評她「不夠精準」，是在「吹毛求疵」。
她稱：「在我眼中見到嘅事實，我毫無保留、我係百
分百覺得，今次事件係梁振英政府對新聞自由、言論自
由嘅打壓，而商台一個持牌的廣播機構，就喺續牌嘅魔
咒之下跪底咗，呢個就係我嘅睇法。」
李慧玲又聲言，早前有「梁振英身邊的人」曾善意提

醒她「小心你份工」，有「政府官員」則向她表示「梁
振英全香港最憎係你」，但她拒絕透露有關人士的姓
名。被問及她有何證據證明特首梁振英涉及商台解僱她
的事件時，李慧玲未能提出任何具體證據，只承認這是
她個人的判斷。
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被問及李慧玲的指控時強

調說：「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過關於李慧

玲小姐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情。特區政府和我
本人都十分重視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過去如
是，今日如是，將來亦如是。」

特首辦：維護新聞自由
特首辦也發表聲明指，特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尊重和
致力維護新聞自由。他本人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及任何
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晚回應道，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從沒有向商台管理階層，及商台節目主持施
壓。特區政府非常尊重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故不會評
論傳媒機構內部的人事調動，更不適宜干預傳媒機構內
部管理事務。

陳志雲：無關商台續牌
原商台行政總裁陳志雲昨日在一節目上指，自己不適

宜評論李慧玲被解僱事件，但是次事件亦與商台續牌無
關，並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他又反問道：「大家聽商台
多年，有沒有覺得商台『跪低』過？」
知名藝人黃秋生則在其社交網站上載評語，表明不相

信李慧玲去職是因為政治理由：「係因為政治原因都拆
咗十八樓C座（商台一個以戲劇形式議論社會議題的節
目）先啦，幾時輪到你吖李（慧玲）小姐！」
不過，23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借機炒作，於昨日發

表聯合聲明，稱是次事件「不尋常」，要求商台盡快交代
解僱李慧玲的原因。記協則要求通訊管理局介入調查。

施政重扶貧 政府民望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政
府民望普遍上升。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
在當局5項具體施政表現中，「改善貧富懸殊」及「改
善社會福利」均錄得較大升幅，相信是與施政報告大幅
增加扶貧開支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5日至10日訪問1,114名18歲或

以上市民，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由1分（非常不滿意）
至5分（非常滿意），受訪者對政府整體滿意度為2.38
分，較去年11月底12月初的調查上升了0.19分，反映政
府近期的民望有所回穩。
在5項具體施政表現中，4項皆錄得上升，其中「改善

貧富懸殊」得2.36分，升0.27分；「改善社會福利」得
2.55分，升0.26分，「提升教育質素」得2.29分，升
0.11分；「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微跌0.02分至2.4分；
「紓緩房屋問題」升0.16分，最新得分為2.31分。

逾九成問責官員評分升
在問責官員方面，3名司長評分排名維持不變，評分
最高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得3.11分，升0.15分，
其次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升0.18分至3.02分，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最新得分則為2.64分，升0.04分。
在12名局長方面，評分最高的繼續是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得3.54分，但得分較前跌0.09分，也是15名
問責官員中唯一得分下跌者，估計與當局處理本地及內
地活雞的措施受到質疑有關。升幅最大的是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升0.2分，得2.72分。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逾九成主要問責官員評分
錄得回升，反映市民對問責團隊的工作表現評價有所改
善，但受訪者對特區政府各項表現皆不足3分，低於一
般水平，故呼籲各問責官員繼續努力，積極提升施政水
平，主動就剛剛公佈的施政報告向市民及社會各界闡釋
當中的理念及措施，深化並落實報告中的各項措施，以
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以粗口辱警的小學教師林慧思休息
多月，日前於農曆年假後復工。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有關報告已
呈行政長官梁振英，希望事件告一
段落，亦呼籲各界多給予空間，讓
學校慢慢回復正常運作。不過，林
慧思昨日回覆傳媒時卻表示，自己
從未看過報告內容，會研究是否透

過私隱條例索閱報告。
吳克儉昨日接受傳媒提問時承

認，林慧思已經復工，學校亦已很
平靜地、順暢地開學，希望事件告
一段落。至於對林慧思不當行為的
懲處方面，他表示，學校早前亦已
就事件作出警告等紀律程序安排，
「學校要做的已經做了，所以我們
用既定的程序處理」。

林慧思昨日向傳媒表示，自己已
「遵照醫生建議」復工，對於能再
次擔起教師一職感到開心，坦言不
擔心會有任何跟進行動。雖然局方
希望事件到此為止，但林慧思則向
傳媒表示，自己一直沒看過學校的
調查報告內容，又稱自己曾與校方
協商，會於報告提交特首後，研究
是否透過私隱條例索取報告。
特首辦則回應表示，已收到有關

林慧思的報告，並會閱讀報告內
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第二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動議，
發言議員多認同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
告中提出的扶貧措施。身兼扶貧委員
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
扶貧工作列作今年施政範疇重點，而
制定貧窮線是現屆政府破天荒舉措，
而推出低收入家庭津貼是突顯政府的
破格思維，並非要為搏一時掌聲走民
粹主義。

譚耀宗：政府有能力承擔
在致謝動議討論扶貧福利的環節

中，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支持政
府設立低收入家庭津貼，認為當局有
能力承擔相關開支，而設立資產審產
制度可避免引發「階級矛盾」。但他
建議，當局應調低殘疾人士及長期病
患者家庭的申請要求，並放寬每月
208工時的限制，令更多家庭受惠。

黃國健：有誠意解決問題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施政報告
惠及老中青基層人士，有長遠視野及
解決問題的誠意，但促請當局關注不
少因不勝內地物價壓力，而回流香港
生活的長者情況。他又強調，工聯會
關注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問題，希望
各工會與勞工一起努力。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則稱，設立低收
入家庭津貼是好事，但聲稱措施未能
顧及單身低收入人士，擔心政策非出
於關懷，而是「敷衍交差」，又指最
好的脫貧方法是促進向上流動，但社
會卻出現中產向下流問題。
林鄭月娥在回應發言時表示，低收

入家庭津貼是繼長者生活津貼另一重
要扶貧政策，而單身人士只要努力全

職工作，在法定最低工資保障下，按月工資超
越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加上可受惠於交通津
貼，故不應列入申請範圍內。
她續指，當局曾參考逾15份意見書，認為有

責任確保公帑資助的扶貧措施，在合理及可持
續基礎上提供援助，故低津設立了資產審查制
度，並期望計劃早日獲議會支持通過，有利津
貼盡早落實推行。

譚志源：徵入境稅不可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量」等反

對派政黨建議針對內地來港旅客開徵入境稅。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昨日指出，該建議將會對兩
地的融合和交往構成新的障礙，並不可取。
譚志源昨日在回應開徵入境稅的建議時指出，

2002年，時任財政司長梁錦松曾提出研究設立入境
稅或陸路離境稅等新稅項，但社會上大部分市民和
政黨都大力反對，質疑有關稅項會對時常要往返內
地的香港居民構成沉重的負擔，更會對兩地的經濟
融合和社會交流造成障礙。
他續說，開徵入境稅的建議一定會對兩地的融合

和交往構成新的障礙，除非有人能提出更好的政
策，否則根據過往經驗，無論是從道理上、政治
上，有關建議未必能獲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員支持，
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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