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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住先」是香港社會希望先依法如期落實

普選，之後再進一步改進完善的一種通俗表

述。必須指出的是，「袋住先」的特首普選，

絕非是一個「求求其其」的普選，而是符合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符合循序漸進原則和香港實

際情況、有利香港繁榮穩定的普選。「袋住

先」具有豐富的內涵，不僅表達了香港社會期

望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的主流民意，而

且意味踏出香港普選的歷史性「第一步」，

是一個非常負責任和務實的選擇。反對派指

「袋住先」的方案是「爛方案」，既是無視中

央堅持依法普選的事實，也是無視市民對落實

普選的期待。

民調顯示，多數市民認為政改方案應該「袋

住先」，確保如期落實普選特首。林鄭月娥在

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強調香港歷史已到

了關鍵時刻，必須讓務實主義和妥協精神當

道，「否則我們就不能踏出普選重大第一步，

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事實上，香港特首普選

並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一部分，聯合聲

明僅稱特首由選舉或協商產生。香港最終實行

雙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內的。比較起

來，英國實現普選用了281年的時間，美國用

了195年。現在，只要香港的普選討論嚴格按

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辦事，

在2017年將可望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即在回歸後的20年就可達至普選，這較世界許

多地方都要來得快。

有些人要求 2017 年選舉安排，要達致虛無

縹緲的所謂「國際標準」。這至少不是務實的

態度。從世界各地的情況看，在普選的具體安

排上，並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有人採取孤注一擲的態度，企圖以暴力「佔

中」脅迫特區政府和中央接受對抗中央的人

「入閘」當選特首。這種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的企圖不可能得逞，只會阻礙香港普選進

程。

反對派聲稱，「袋住先」是要市民給政府開

張空白支票，不管將來出台的是甚麼「爛方

案」都照單全收。這完全是違反事實，誤導公

眾。眾所周知，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

釋和決定已經定出政改框架，特首和特區政府

提交的兩份政改報告已經列舉了香港的主流意

見。「袋住先」的方案，肯定是一個符合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的方案，是可以讓香港普選邁出

歷史性「第一步」的負責任和務實的方案。

「袋住先」是依法負責務實的選擇
本港五大商會召開記者會，指商界擔心

「佔領中環」影響本港商業，呼籲市民反對

「佔中」。經濟發展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

保障，商界和打工仔同坐一條船。「佔中」

破壞本港經濟與營商環境，不僅損害商界利

益，亦令打工仔飯碗難保，大家都是「佔

中」的受害者。社會各界應積極響應商界呼

籲，參與簽名「反佔中」。

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推動民主

的大前提。商界十分珍惜香港來之不易的政治

制度和經濟成就，最明白穩定的社會局面對維

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經貿中心的地位十分重

要。「佔中」對本港法治、秩序造成嚴重衝

擊，恰恰造成香港社會不穩定，一旦行動持

續，將產生難以預計的連鎖效應，影響金融及

商貿運作，削弱外來投資者對本港的信心，令

投資者撤離，最終癱瘓經濟和民生。

商界「反佔中」立場明確堅定。早在去年

5月，「佔中」第一次商討日舉行前，香港

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便分別在

報章刊登廣告，批評「佔中」破壞本港經濟

與營商環境、擾亂社會秩序，衝擊香港賴以

生存的法治精神。同年 10 月，中總、廠商

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地產

建設商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及香港中國商會等八大商會，更共

同發表《香港工商界聯合聲明》，狠批「佔

中」損害「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是一種不計後果的冒險行為。

如今，政改諮詢報告已經公佈，反對派仍

糾纏於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大規模的

「佔中」很可能付諸行動。此時此刻，五大

商會聯手舉行記者會「反佔中」，代表商界

再發出警號，就是要讓市民清楚認識，「佔

中」衝擊香港經濟，經濟不穩，其他改善民

生、發展民主舉措更加舉步維艱。港人享有

充分自由表達不同意見，這也是商界所認同

的社會共識。但是，表達意見的方式必須合

法，不能損害他人的合法自由和利益。「佔

中」偏偏以違法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以犧

牲其他市民利益作為要脅籌碼。「佔中」的

威脅日益逼近，各界必須高度重視商界「反

佔中」的提醒，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亦為

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需要大聲向「佔

中」說不，表達「反佔中」的強烈民意。

（相關新聞刊A1版）

商界呼籲反「佔中」 市民同坐一條船
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內地再被揭發問題食
品，央視日前報道，今年4月在湖北武漢一家大型
超市隨機購買了5袋不同品種的大米，檢測發現有3
袋含有基因改造成分。而內地政府從未批准任何一
種基因改造大米的商業化種植，亦沒有批准基因改
造大米進口，故有關大米流出均為非法。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暫時沒有基因改造米有否流
入香港的資料，而本港現時對基因改造的食物採取
自願標籤制度，當局將與立法會討論相關監察或規
管。
據「央視調查」日前報道，記者於今年4月在湖
北武漢市一家大型超市，隨機購買了5袋不同品種
的大米，並送往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進行檢
測，發現有3種含有基因改造成分Bt63，屬歐盟預
警系統的基因改造類型。
報道指，Bt63是由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

院研發的專利基因改造抗蟲水稻，1999年研製成
功，2009年獲得了基因改造生物安全證書，但並沒
有得到商業化種植的許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種子法》，基因改造作物在沒有獲得商業化種植許
可之前是不允許被商業化種植的。

湖南福建等地大米被「污染」
由於Bt63基因改造抗蟲水稻是華中農業大學生命

科學技術學院的專利，估計市場上所有含有Bt63基
因改造水稻的最初種子源頭就是華農大。華農大生命
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啟發接受訪問時表示，基因改造
水稻的種子可能在1999年進行成果展示與鑑定時有
不同的單位或個人拿走稻種，又或者在2003年華農
大進行大規模生產性試驗時有種子公司拿走種子後非
法育種。報道又引述一家上海某食品企業總經理表
示，基因改造大米已經擴散，湖南、湖北、安徽、福
建一帶的米，大部分都被基因改造「污染」。

高永文：或強制加標籤
至於基因改造米有否流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表示，暫時沒有相關資料，而本港現時暫採取自願標籤制
度，鼓勵業界在標籤上註明有否包含基因改造的食物。當局
將與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討論香港下一步如何加強相關
監察或規管，例如以監察及確保安全為原則，或要求所有預
先包裝的食物加上標籤。當局會聽取議員的意見後，再決定
下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據國際糖尿病聯合會的
統計數字顯示，去年全球大約有3.8億成年人患上糖尿
病，佔全球人口的8.3%中有六成的病人來自東南亞及西
太平洋地區，專家估計與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轉型及地區
人士的飲食習慣改變有關，致使病例急升。

全球每六秒有一人死於糖尿
國際糖尿病聯合會（IDF）去年出版的《糖尿病地
圖》統計了2013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情況，2013年有510
萬人死於糖尿病，平均每六秒就有一人因此症死亡。組
織推算25年內患病人數將超過5.92億人，而至2035年，
40歲至59歲中青年組別的糖尿病患者人數預期將達2.64
億人，為所有年齡組別中最高的發病組別。
在全球3.8億糖尿病人中，有六成的病人來自東南亞及

西太平洋地區，包括糖尿病患者數目佔第一位的中國（約
9,840萬患者）及第二位的印度（約6,510萬患者）。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講座教授兼香港糖尿病及肥胖

症研究所創所主任陳重娥教授指出，亞洲經濟發展迅
速，不少人趨向高熱量的飲食習慣，但亞洲人以前主要
以簡單的飲食為主，體格根本負荷不起如此高的熱量攝
取，惟經濟發展中地區不少人仍攝取過多熱量，使體內
負責轉化糖分為能量的胰島素出現問題，因此愈來愈多
人患上糖尿病。

東南亞病例佔六成 中青高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糖尿病是其中一項常

見的都市慢性疾病，本港現時約有一成人患有糖尿
病。坊間一般人或會認為，年邁、肥胖者才是患上糖
尿病的高危一族，但一項研究打破這種迷思。中文大
學於1995年至2009年追蹤超過一萬名糖尿病人，發現
當中約兩成屬於早發性患者，即是40歲前已經患上糖
尿病，約一半人擁有家族性遺傳基因，加上不良生活
習慣使然，糖尿病年輕化的趨勢持續，預計至2030
年，早發性糖尿病個案將增加兩倍。

35萬港人或不知患糖尿
據醫管局統計，本港正接受治療的糖尿病患者約有

35萬人，即大約70萬名患者中，只有一半人確診並有
藥物治療，另有一半人並不知道自己患上糖尿病。由
於糖尿病病徵不明顯，不少人均會較遲確診。中文大
學香港糖尿病登記處指出，本地糖尿病病人平均發病
年齡為56歲，平均患病5年才確診，每年約有2％至
5%糖尿病患者死亡或出現致命併發症。
中大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於1995年至2009年
間，跟進了一萬多個糖尿病個案，研究發現有兩成糖
尿病患者屬於早發性糖尿病，即40歲前患上糖尿病，
平均發病年齡僅30歲，當中一半人有家族遺傳史，有

三成患者體重正常或纖瘦，反映糖尿病非
年紀大、肥胖人「專屬」。另外，早發性
糖尿病患者的治療達標率偏低，包括糖化
血色素、血壓、低密度脂蛋白均控制得比
遲發性，即長者糖尿病人更差，年輕患者
提前20年患上末期腎病與心血管病的風
險，比年長病人增加35%與48%。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臨床助理

教授陸安欣指出，因年輕病人生活上的顧
慮多數比年長人士多，「他們不願意在同
事面前吃藥，以為可以拖延治療。」又或
者因工作繁忙未能準時覆診，「又有多少
病人真的可以好好控制飲食、定時做適量
運動呢？」由於糖尿病不能根治，病人太早患上此長
期疾病，會受此病困擾的年期長，控制不宜容易令病
情惡化，估計年輕病人到60歲時，每3人就一個出現
嚴重併發症或死亡。

把握發病初期「黃金五年」治療
Betty早於中二三時已確診糖尿病，她透露，同患糖

尿病的哥哥與她小時候均是「肥仔肥妹」，一直無任
何病徵，惟哥哥有一段時間突然異常消瘦，家庭醫生

遂轉介全家人進行身體檢查，結果發現兩兄妹均患上
糖尿病，估計由遺傳所致。不過其兄因為延誤就醫，
以致病情急轉直下，因糖尿腳需要截肢，年僅33歲便
因糖尿上腎、心臟衰竭等嚴重併發症逝世。她將哥哥
的經驗引以為鑑，積極面對跟隨自己20多年的糖尿
病，「我會讓所有人知道我有糖尿病，如果我（血糖
低）休克的話可以『call白車』抬我入院。」陸安欣提
醒市民應時常留意自己的血糖水平及進行定期檢查，
把握發病初期的「黃金五年」及早接受治療。

糖尿非老人病 兩成年輕「早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麥當

勞使用涉過期的上海福喜食材，對事件的

處理手法亦備受批評。食物及衛生局副局

長陳肇始昨日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後表示，

麥當勞最初表示沒有入口上海福喜的食

品，至中心查出有關紀錄後，麥當勞才承

認曾進口涉事公司的熟雞腿。麥當勞又因

「事忙」未與當局進行會議，最後只以視

像會議形式進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亦指，麥當勞未能向食物安全中心適時

地提供準確消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對麥當勞採迴避態度及拒絕與食安中心

合作感到非常不滿。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
示，麥當勞的確未能向食物安全中心適時地提

供一些準確的消息，但不同意有指當局被動及軟弱的
說法。他表示，自己和食物安全中心在不同階段有向
市民匯報工作進展，當局完全採取非常主動的做法。
他亦希望相關公司或進口商能採取合作的態度，積極
地向食物安全中心提供適時及準確的資料。
他又指，本港食物安全制度是採用風險為本的原
則，本港對生肉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包括需提供來
源地證明，以及需要申領許可證後才可入口。至於
熟肉，當局亦會從入口至分銷設恆常抽樣檢查。而
若社會上認為熟肉的監管需要與未經煮熟的肉類看

齊，可以作出討論。

或立法加強監管熟肉制度
而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昨日與立法會食物

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部分成員討論事件。陳
肇始在會後表示，了解市民對熟肉監管的關注，當
局現時有法例作監管，例如食安中心會有恆常抽樣
調查。政府亦會檢討熟肉制度，看可否在立法下加
強監管，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而食安中心亦會要
求入口商和分銷商在合理時間內交出單據。當局亦
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密切聯繫，希望有進一步進
展時，可對外公布，確保食品安全。
她表示，食安中心已掌握麥當勞過去24個月的單

據，並已作檢查。而8間大型連鎖快餐店，包括必
勝客、星巴克、7-11、Subway、吉野家、肯德基、
IKEA和Burger King均回覆指未有進口上海福喜食
材，當局亦已檢查其中7間的進口單據。
陳肇始又透露，當局最初接觸麥當勞時，食安中

心所得回覆是沒有福喜涉事食品，直至食安中心在
單據上看到有福喜入口的食物，麥當勞才承認有入
口熟雞腿。她指，當局最初希望可盡快開會，但最
後還是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她又指，根據法例規
定，商戶必須提交單據，至於是否要再快一點，或
需作一些協議，未來會繼續跟進。

食物環境衛生署助理署長（食物監察及管制）李
小苑則補充，當局原與麥當勞約時間開會，但麥當
勞方面因很忙，未及前往政府的寫字樓開會，相隔
幾個小時後才進行「電話會議」。她又指，麥當勞
未能提交一些資料，情況並不理想，未來會再與麥
當勞討論有關情況。

陳恒鑌：麥記態度迴避拒合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食安中心多次主

動檢查其他公司是否使用福喜公司食物，對麥當勞
拒絕與食安中心合作，包括難以聯絡和迴避態度感
到非常不滿。他認為，麥當勞作為大型機構，應在
運作和符合法例上做足工夫，但麥當勞今次卻要
「揾完又揾」，最後更要食安中心揭發。他促麥當
勞盡快與食安中心開會，檢討整個過程的不足，並
銷毀有問題的食物。

麥美娟：需檢討熟肉入口管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因為現時很多連

鎖食店都從外地入口熟食食材，所以熟肉管制不可
缺少，昨日在會上亦有向政府反映需要檢討熟肉入
口管制，她將要求委員會在立法會復會後，檢討整
個熟食監察制度。她又要求食安中心除了監察連鎖
食店，亦要翻查酒樓、餐廳等食肆的紀錄。

港麥記「黑」雞腿 拒認遲認挨批
高永文指無適時提供準確消息 食安查7連鎖食店進口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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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左)表示，食安中心
已掌握和檢查麥當勞過去24個月的單據。

彭子文 攝

■中大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發現患糖尿病非老人「專屬」。
袁楚雙 攝

■香港麥當勞使用涉嫌過期的上海福喜食材，對事件的處理手法亦備受批評。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