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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冀區會助政府加速建屋
禮賓府宴4區代表交流 盼體諒當局難處解分歧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改劃全港152幅用地為住

宅用途，應付短中期土地需求，但在地區層面諮詢
已遇上不少阻滯，主要是居民以至區議會反對計劃，或
對計劃有保留。

張炳良陳茂波等出席
為此，梁振英昨日下午特地聯同房屋及運輸局局長張

炳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
華，在禮賓府宴請元朗、沙田、葵青和黃大仙4個區議會
代表，包括正副主席及與房屋相關的小組委員會主席，
就有關問題交流意見。
午宴歷時約1.5小時，梁志祥在午宴後引述梁振英表

示，希望區議會協助政府加快建屋計劃，以達到10年
47萬建屋目標。梁志祥認為，區議會與特區政府雖然
對加建房屋有共同目標，但當局研究建屋計劃時，並沒
有考慮居民意見，以及回應他們的訴求，令雙方出現矛
盾。

梁志祥：解決就業願接受計劃
梁志祥續說，地區居民民擔心建屋計劃可能帶來的交

通配套無法負荷，區內人口過多，令社區生活受影響，
以至會否興建「插針樓」等，特區政府尚未積極回應。
他以元朗區為例說，只要政府能夠解決該區就業等問
題，區議會願意接受政府計劃。

強調居民要求合理須正視
他形容，與會區議會代表與政府官員在這問題上仍有

分歧，更引述有官員形容，區議會在政府覓地建屋時往
往「搬龍門」，經常提出額外訴求，「應承了三樣（要
求），之後又加多幾樣。」梁志祥並不認同此說，強調
居民要求合理，當局必須正視，倘若有關矛盾得不到解
決，區議會只得繼續反對政府建屋計劃。

局長區會代表交換手機號碼

要解決這困局，梁志祥認為，最重要是加強溝通。區議
會代表和特區政府官員在是次會面坦誠交流。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與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明，日後會直接與區
議會聯絡，雙方交換手機號碼，有助化解分歧。他希望官
員未來加強與區議會溝通，並多落區聽取市民訴求。

何厚祥：「插針樓」非絕不可行
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在會後表示，梁振英是次特地

邀約4區區議會代表會面，相信希望理順、解決地區阻
力，達成建屋目標。午宴上，他向梁振英反映，區議會
主流意見都支持政府房屋政策，認同「插針樓」並非絕
不可行，但希望當局小心考慮對地區影響，多落區聽市
民意見。
另一邊廂，民主黨及「環保觸覺」約10人，在午宴期

間在禮賓府外示威，聲稱是次會面「閉門造車、黑箱作
業」，拉攏「非民選」區議員，製造民意支持，在各區
「盲搶地」。

■梁志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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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滿足居
民訴求。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解決市

民住屋問題，一直是本屆特區政府施政

「重中之重」。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罕有地在禮賓府專門宴請元朗、沙田等4

個區議會正副主席，以及與房屋相關的小

組委員會主席，就建屋問題與地區代表交

流。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在會後引述梁

振英表示，特區政府要爭分奪秒加快建

屋，希望區議會協助及體諒政府難處，並

承諾會加強與區議會溝通。梁志祥希望，

政府日後繼續與區議會坦承交流，滿足居

民訴求，方可化解分歧。

「佔領中環」在篩選出3個全
部包括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
提名」方案後，將於6月22日
舉行「全民投票」，但由於備

受批評且反應欠佳，先前聲稱不會應溫和反對
派的要求，在投票中加入其他選項的「佔中」
發起人，昨日就再「搬龍門」， 聲稱正醞釀
增加一條題目，讓市民表態，希望「提高投票
率」。

「佔中」違反主流民意，支持度本已低迷，
「佔中」主事人為迎合激進反對派的「口
味」，不斷「造假」，包括在進行民意調查
時，只容許表態支持「佔中」者投票，結果得
出「大部分人都支持『佔中』」的結論，既偏
頗更無公信力。

在選擇他們屬意的政改方案時，更先經篩
選，「選」出了一批絕大部分都由反對派提出
的方案，並只讓支持「佔中」者投票，篩選出
3個全部都包括「公提」的方案，引起溫和反
對派的不滿，要求在6月22日的「全民投票」
中，加入溫和派的方案，或同場進行民意調
查。

發起人曾稱不改規則
「佔中」 發起人陳健民早前在接受《蘋果

日報》的訪問時，就對溫和反對派的建議嗤之
以鼻，質疑溫和反對派提出在投票時加入溫和
方案，違反了「程序正義」，「咁你哋好兒戲
啦，以後整乜嘢程序呢？埋尾你哋又加啲嘢、
搬龍門，成個公信力反而冇晒，所以就算呢個
我哋唔認為係最理想嘅結果都好啦，好過臨時
改規則，改規則就會全盤崩潰㗎喇。」

他又暗示，在投票時加入其他問題不可行。
他稱，很多問題「以前都問過晒」，「我哋都
睇緊有乜嘢係可以吸引到溫和民主派參與，又

唔會違反程序正義，我哋未閂晒道門，但又暫時未睇到
有乜嘢好建議。」

安撫溫和派谷投票率
不過，為撫平溫和反對派的不滿，另一「佔中」 發起

人戴耀廷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突然透露「佔中」正
醞釀在3個「公提」方案外，「多加一條題目讓市民表
態」。他稱，具體字眼仍在諮詢中，其中一個考慮是要
求市民選擇，倘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建議不符合國
際標準，應否予以否決，希望有更多人出來投票，增加
他們的「談判籌碼」。

旨為增對抗中央籌碼
「佔中」不斷搬龍門，說到底，不過是以篩選過的

「民意」，來作為他們對抗中央政府的籌碼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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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會：
勿鼓動學生參加「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違法「佔領中環」對

學校師生的影響，廣受社會各界關注。由前線通識
科教師組成的香港通識教育會表明，身為專業教育
工作者，不可隨意「鼓動」、「相約」或「組織」
學生參加該違法行動。即使教師已獲學校、家長同
意安排「考察」，也要確保學生不會從「旁觀者」
變成「參與者」，以及不會在考察時被殃及受傷，
或須承擔法律責任。
通識教育會日前發表聲明指出，通識課程包括政

治參與、法律與法治等探討問題，教師可因應教學
需要和進度，決定是否討論「佔中」。但教授有關
議題時，則應以客觀持平態度，深入平衡展示不同
持份者觀點，討論「佔中」對社會的正面和負面影
響，以及各界正反評價。

確保不會「考察」變「參與」
該會強調，老師不應於課堂強勢地展現個人意
見，應容許學生有自由辯論和思考空間。通識教育
會又指，雖然通識教師和成年學生有自由決定個人
行為，但不代表可隨意「鼓動」、「相約」或「組
織」同學參加違法「佔中」行動，特別是當中涉及
法律和專業責任。若教師要組織學生考察「佔
中」，事前也要遵守有關指引和法例，顧及學校意
見，徵求家長同意及做足風險評估，亦要考慮學生
年齡和心智成熟程度，確保他們不會從「旁觀者」
變成「參與者」，以免學生被殃及受傷或犯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在前日的特首答問大會中「指揮」其他激進反對
派，向特首梁振英擲物而被主席曾鈺成命令離開，但
他「敢做唔敢認」，聲稱「關我咩事」而拒絕離開，
終令答問會歷史性腰斬。在輿論批評下，梁國雄昨日
終承認自己的確策劃了該行動，更自爆「擔心沒有人
看到」，於是刻意要趕在電視直播中做「擲物騷」。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在前
日答問會後，踢爆向特首擲物終致答問會被腰斬的元
兇正是梁國雄。梁國雄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聲言，曾
鈺成指令他離開議事廳的裁決「不公正」，稱自己只
是站，未有出手，也無實質傷害官員。

旨為證明自己「有做嘢」

不過，他承認，自己在答問會期間已準備好物件，
等到他發言時就擲出去，但其他議員發言踴躍，久久
未輪到他，倘繼續等下去，就無法讓人在電視直播中
看到他的行動，選民就會質疑「係咪做嘢」，故他在
「適當時間」向陳偉業等說一句「郁佢」就發難。
梁國雄又承認，擲物有可能錯中官員，後果可以很
嚴重，但他並無實質的「暴力傾向」，而是次投擲物
件只為侮辱梁振英，不是要殘害他人身體，也從未因
擲物令官員受傷，又稱官員受到的尊重，「只限於」
不受到暴力對待，不代表不可以「羞辱」他們。

梁國雄認策劃「擲物騷」博上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社會各界普遍支持重
設創新及科技局，促進經濟發展。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昨日大比數通過動議，要求盡快成立小組委員會，進
行設立創科局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不過，多名反對
派議員聲稱該局是「架床疊屋」，其中自稱「獨立」
的黃毓民更聲言會「拉布」阻撓。
特區政府日前向立法會發出通告，計劃在6月18日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
議案，就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轉移相關公職人員的法定
職位。
身為反對派一員的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昨日在
內會上表示，香港競爭力正下降，故有需要成立創科
局，並動議要求盡快成立小組委員會，進行相關的法
例修訂工作。

黃毓民辱IT界「食錯藥」
不過，同屬反對派的黃毓民就聲言，創科局是「架
床疊屋」，當局提交的文件也「不盡不實」，「業界

以為有錢派，食錯藥。」他更事先張揚稱，在大會審
議有關議案時「一定拉布，唔會畀你（通）過。」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更聲稱，成立創科局是「明
顯的功能界別政治利益輸送」。
莫乃光批評，黃毓民及陳偉業的言論是在侮辱業

界。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也「幫口」，指香港確實需要新

經濟發展動力，成立新政策局是以香港市民整體利益
為依歸。他希望反對派議員「對事不對人」，不要因
偏見而「為反對而反對」。
一直倡議成立創科局的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則強調，

成立創科局有助提升香港長遠競爭力，更為年輕人提
供向上流動的機會，議會應盡快通過。

莫乃光僅獲同道2票支持
雖然莫乃光僅獲2名反對派同道投贊成票，但在建

制派議員支持下，動議最終以30票贊成、8票反對、
11票棄權通過。

建制派「幫拖」內會挺設創科局

■王國興表示，成立新政
策局是以香港市民整體利
益為依歸。 黃偉邦 攝

■葛珮帆強調，成立創科
局有助提升香港長遠競爭
力。 黃偉邦 攝

■黃毓民事先張揚，稱大
會審議有關議案時「一定
拉布」。 黃偉邦 攝

■莫乃光表示，香港競爭
力正下降，有需要成立創
科局。 黃偉邦 攝

長毛認輸 揚言明年拉得更細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2014年撥
款條例草案》，在主席曾鈺成日
前宣布限制辯論時間剪布後，立
法會結束所有合併辯論，昨晚進
入逐條表決修正案階段，會議進
度順利。拉布始作俑者「長毛」
梁國雄承認失敗，但「明年會繼
續」。有議員則要求立會修改議
事規則，確保拉布不再。
昨日會議上，「拉布三丑」陳
志全、陳偉業和梁國雄仍是發言
主力，反對派議員則偶爾發言。
會上，長毛總結是次拉布，承
認自己不少話都是「攞嚟講」，
並向在座一直忍耐的立法會議員
表達「謝意」。他承認，拉布已
經失敗，但自己「不會放棄」，
明年會再「拉布」，並會拉得
「更細緻」，又希望屆時不只3名
議員拉布，而是全體反對派23名
議員。

撥款合併辯論歷時98.5小時
梁國雄發言後，所有辯論依時
於昨晚7時結束，曾鈺成宣布休息
1小時讓議員進膳，晚上8時開始
就1,192項修正案進行表決。整個
撥款條例合併辯論，歷時98.5小
時。

進入表決階段後，拉布議員對
每項修訂一律要求記名表決，第
一項修訂表決需鳴鐘5分鐘進行。
其後，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提出，
表決鐘聲由原本5分鐘縮短至1分
鐘，獲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員
過半數贊成通過，令其後等候表
決時間大為縮短。
截至昨晚11時休會前，立法會3

小時內已表決112項垃圾修訂，全
數被在席議員否決。由於不少修
訂案用字和內容十分接近，議員
要重複按鈕投票，為免弄錯，部
分議員以膠紙、紙張或筆遮蓋部
分按鈕，確保不會「投錯票」。

王國興：議員多促修例防拉布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指出，若會

議可按昨日上午情況正常進行，
相信有機會按時間表，於6月4日
前完成所有審議和表決程序，但
前提是不會流會。他又說，經過
前日特首答問大會後，不少議員
都認為，有需要修訂議事規則，
不能縱容個別議員無休止「拉
布」。
立法會將於下周三上午11時續
會，繼續表決餘下1,080項修訂。
立法會秘書處預計，要表決全部
修訂需約40小時，大概三四日。

■不少議員認為不能縱容個別議員「無休止」拉布。 黃偉邦 攝 ■立法會昨晚結束所有合併辯論，進入逐條表決修正案階段，會議進度順利。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每
年公布財政預算案後，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向各
政策局對預算案作出書面提問。不過，立法會
每年對預算案提問的數量多達五六千條，處理
成本高達2,400萬元至2,900萬元。當局近日
去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建議明年審議預算案
時，限制立法會議員書面提問最多4,500條。
有立法會議員認同建議，並指議員可通過其他
途徑繼續監察政府。

財庫局建議總數限4,500條
據報道，立法會議員預算案提問量大增，由前

年3,000多條，到去年提出5,000多條，今年更
提出6,660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近日去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表示政
府回答立法會問題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對經常窮
於應付立法會議員大量提問深感憂慮。
信中提到，即使回答一條簡單提問，各部門

統籌都需要半小時，搜集資料需1.5小時，政
府內部審核資料和審視資源也要1.5小時，官
員審批最少花15分鐘，令處理1條問題合共最
少花約4小時，折現成本4,800元。
為減少處理立法會提問壓力，財庫局建議立

法會議員提問設立上限，並以今年為例，指每
名議員平均提出97條問題，但大部分議員都
只提問60多條，遂建議以此為參考，明年全
體立法會議員提問總數上限定在4,500條。

譚耀宗倡珍惜提問機會
吳亮星昨日回應指，他正在諮詢委員意見，

討論是否需就提問設限和具體操作方法。民建
聯主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認為，特區政府以
4,800元回答1條問題，議員應珍惜提問機
會，又認為議員有其他途徑繼續監察政府。不
過，有反對派議員反對為質詢數目設限，稱此
舉會剝奪議會監察政府權力。

財案提問倡設限 免耗人力物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晚向議員就限制議員發言時間發出
書面裁決，強調已平衡議員權利、立法會會議
暢順進行和立法會正當運作等因素。
曾鈺成在書面裁決中指出，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去年採取相同手段，試圖迫使特區政府答應
實施「全民退休保障」，但未能達至預期效

果。今次辯論期間，梁國雄多次稱，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無接觸他，討論他的訴求，反映拉布
已不能作為爭取和政府談判的手段。
他續指，議員審議預算案已近3個月，除非

議員有意拖延，否則應可在時限內表達意見。
倘不設時限，將會剝奪議員以各種方式監察政
府的機會。

曾鈺成：剪布已平衡多項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