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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社會越趨政治
化，令特區施政舉
步維艱。目前香港
已經進入迎接普選
的大直路，行政會
議召集人林煥光
（見圖）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因應各黨在
意識形態及陣營利益難以作出妥協，預料
至少2017年普選特首以前亦不會出現「香
港營」，「我希望做到香港營，但至少現在
看不到」。他認為，自上屆特首選舉後，建
制派分歧越見嚴重，建制派不支持政府情況
亦較往年多，盼望各黨派不要阻撓不涉政治
爭議或意識形態的民生議案。

料普選特首前無「香港營」
林煥光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到，自2012年

特首選舉後，建制派內部分歧越見嚴重，
建制派不支持政府的情況較以前多；現時
各黨各派「睇住2017年政改做人」，故無
論意識形態抑或是陣營利益方面，均難以
每事妥協，預料至少普選特首以前都不會
出現「香港營」。

冀各黨派莫阻撓民生議案
被問到「香港營」是否香港出路？林煥

光直言，「香港營」只屬一個概念，難以
應用於政治及實際運作，比如新年恭祝他

人「新年快樂」，是屬於一份心意，但卻缺乏具體
內容，尤其是2014年是「政改年」，各政黨都在爭
奪話語權。他又說，個人希望各個派別都不應阻撓
不涉及政治爭議或意識形態的民生議案，例如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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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議會事務排山倒海 勿耗時干預人事變動

毛孟靜給內務委員會的信中，將李慧玲事件強扯到
「佔領中環」及政改等議題，促請政府清楚交

代事件，包括是否與商台續牌有關。「人民力量」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昨日又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
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商業
電台解僱節目主持李慧玲一事，聲稱「從表面證據
來看，有理由相信政府有關人員，接觸過被辭退的節
目主持，當中有政治干預的成分，意圖影響新聞自
由」云。

黃國健麥美娟指僱傭糾紛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在會上反駁指，李慧玲因為與管

理層不和而被解僱，質疑李是「自抬身價，將自己包

裝成民主鬥士」，且商台屬私人機構，反對立法會討
論有關議題。另一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亦指
出，無必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商業機構內僱員
與僱主的糾紛，市民對事件已經很清楚，今次放在內
務委員會上討論，完全屬於一種政治表態而已。

陳鑑林批很無聊「無厘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指出，有關建議完全是一

件很無聊及「無厘頭」的事，李慧玲時常利用公器，
在電台節目內作出無理的揣測，以及在沒有任何證據
下便作出攻擊性的批評，市民已經心中有數。加上，
從黃毓民引述其被炒的三宗罪，足以顯示今次屬於私
人機構的僱傭糾紛，不需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浪費

公帑。

林健鋒盼凝神正經事務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說，立法會現時有很多事情需

要處理，包括財政預算案審議等，市民大眾都希望議
員能夠集中精神在正經的事務上。
事實上，立法會多名反對派議員就提權力及特權法

的問題上態度輕率，甚至達到濫用的地步。以去年為
例，有關香港電視發牌事件，反對派就多次動議要求
透過權力及特權法進行調查，以讓港視主席王維基及
通訊局主席何沛謙到立法會作供，又要求保障王維基
可以公開有關發牌文件和要求政府當局提交發牌文件
等，有關動議最終被否決。

商台
炒人反對派爭特權法查 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節目主持人李慧玲被商台

解僱事件，反對派除將其政治化之外，不同陣營的立法會

議員，更搶風頭、鬥出位，濫用議員的權力，不理公帑

是否合理使用，亂提權力及特權法案。繼公民黨毛孟靜

早前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要求引用特權法調查李慧

玲被炒事件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昨日竟

然「搶位」，提出相同的建議。但是，立法會內多個政黨

均認為，現時議會內有排山倒海的事務需要議員處理，不應

該再花太多時間干預商業機構的人事變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改諮詢專
責小組成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等，昨日到反對派政黨民協總部，
與民協主席廖成利、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及副主席譚
國僑等成員會面，就政改諮詢進行討論。會面後，
林鄭月娥形容氣氛「非常好」，但是分歧嚴重，主
要在於民協成員要求以「多軌制」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而這要求是與符合基本法有一段距離，冀往
後可收窄分歧。
林鄭月娥在會後形容，雙方會面氣氛非常好，討論

中雙方是有共識，就是很希望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雙方交換了意見，都認為2017年能夠可
以落實一人一票去選行政長官，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和
香港未來的管治都是有好處」。

盼往後續交流 強調態度開放
在討論過程中，民協成員反映對普選行政長官的擔

憂，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認真去聆聽，因為整
個諮詢過程現還有2個多月的時間可以多聽社會的意
見。她續說，希望往後能夠有更多這類機會，作建設
性的交流，並強調政府整個政改諮詢工作，「都是抱
持一個開放兼聽的態度來做，希望能夠為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凝聚到這個共識」。
林鄭月娥又指出，雖然與民協交流和討論有建設

性，但分歧仍然是嚴重的。她指，政改諮詢必須在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決定的基礎上討論，
才有機會凝聚到共識。

指「多軌制」與符基本法要求有距離
對民協成員認為要以「多軌制」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林鄭月娥重申，一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的撰
文所說，「我們覺得在今日的要求之下符合到基本法
的要求是有一段的距離。所以，這亦是我們的分歧的
主要的那一點」，她希望在往後的討論有收窄分歧的
空間。
民協主席廖成利在會後稱，會面上有向林鄭月娥解

釋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又關注會否加入「篩選條
件」；馮檢基則稱，要求林鄭月娥提醒中央政府，勿
錯判形勢，香港人是不會接受有「篩選」的普選特首
方案。

羅太：與民主黨有尋共識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成員羅范

椒芬昨晚與20多名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成員會面，就正
在進行諮詢的政制改革文件交流意見。會後她表示，
會面的氣氛良好，但雙方在提名程序、三軌方案及提
名委員會組成上，仍然存在基本性的分歧。但她認
為，目前還有尋求共識的空間，只要大家認為，2017
年普選特首是很重要，能夠在互諒互讓以及互相妥協
下商討，相信可以達成共識。

強調以市民身份聽各界意見
羅范椒芬於會議前表示，市民均期望2017年可以投

票選出行政長官，因此，希望盡終能夠尋求一個各方
都同意的方案。她指出，「民主」的結果，通常不會
被任何人認同是一個最完美的方案，但期望大家本着互
諒互讓精神，達成共識，強調今次非代表特區政府，更
非代表中央政府，只以一名香港市民身份，聽取各界意
見，在公平、公開及公正情況下，彼此交流意見。

冀各黨與中聯辦開溝通門
會後，羅范指出，直到目前為止，雙方就基本立場

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包括提名程序是否採用三軌

方案、提名委員會組成、民主程序等，都需要繼續作
出坦誠的討論。羅范椒芬又認為，若要政改達成共識
的話，溝通是最重要，她希望各大政黨能夠與中聯辦
打開溝通之門，這方面的工作，相信特區政府及立法
會主席，可以促成其事，安排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政
黨有直接溝通機會。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強調，民主黨歡迎與任何人士溝

通，「就算與中聯辦官員飯聚，都會出席」，但是，
民主黨在特首選舉立場上，堅持需要一個「有競爭」
的選舉，讓不同政見人士都可以入場參與，而希望羅
范椒芬可以向政府及中央表達民主黨的立場。

3團體周日集會 探討傳媒操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由3個組織包括「正
義聯盟」、「保衛香港運
動」、「匯賢起動」組成的
「監察傳媒操守議會」，本
周日將於政府總部外廣場集
會，探討本港傳媒操守問
題，屆時更會邀請嘉賓到場
分享。「正義聯盟」召集人
李偲嫣再三澄清指，3個組
織均屬獨立團體，絕非個別
傳媒形容的「愛字頭」，強
調今次集會旨為探討在社會矛盾
下，傳媒應如何正確運用新聞自
由，暫時已經邀請記者協會、《蘋
果日報》及《明報》代表出席。

李偲嫣：新聞自由失控
「監察傳媒操守議會」昨日在政

府總部外舉行記者會，宣布周日將
於政府總部廣場集會。李偲嫣直
言，近日本港社會越走極端，新聞
自由達到失控，傳媒更出現失誤及
誇大報道，希望集會可以探討在社

會矛盾下，傳媒如何正確運用新聞
自由，「究竟香港發生甚麼事？正
如有傳媒形容活動是『愛字頭霸地
方』，已經構成偏頗」。
對於外間所指議會的集會是阻撓

記協遊行，「保衛香港運動發起
人」傅振中否認，認為近日多間傳
媒機構的正常人事調動，卻被形容
為「政治事件」，希望提供平台給
市民表達意見。 「監察傳媒操守議
會」說，集會定會和平理性進行，
預料最多有500人至8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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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鄭治祖) 南區區議
會海怡西選區補選提
名期昨日結束，選舉
主任共接獲3份提名
表格，獲提名人士包
括新民黨社區發展主
任陳家珮、「人民力
量」的袁彌明及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單仲
偕。經選舉主任審核
及確認後，如超過一
名候選人獲有效提
名，將於3月23日(星
期日)進行投票。
選舉管理委員會本

月 25日在南區區議
會會議室，為候選人
及其代理人舉辦簡介
會，屆時選舉管理委員
會主席馮驊法官將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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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
處、香港郵政和律政司的代表
亦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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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偲嫣（中）直言，近日本港社會越走極
端，新聞自由達到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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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民協談政改 林鄭：分歧嚴重盼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