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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反對派應勇敢「脫綁」
齊實現港民主飛躍 若扼殺普選會惹選民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邵萬寬）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

日舉行常務會董擴大會議，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

任、該會主席吳良好表示，該會全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

港政改的決定。有關決定就普選問題定立框架，標誌着香港邁

進了普選行政長官的新時代，這是香港民主飛躍發展的進程。

他呼籲中間的「民主派」拿出勇氣，擺脫和激進派的綑綁，積

極參加今後的政制諮詢，繼續與中央對話，推動民主進程。若

扼殺了普選，他們就一定要準備接受選民的反彈，票債票償。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日舉行的常務會董擴大會議，由全國政協委員、該
會副主席盧溫勝主持，該會榮譽主席林樹哲、林廣兆、李群華，永遠

名譽會長林銘森、盧文端、陳金烈，副主席丁良輝等逾200人出席。與會者
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定，紛紛發表意見表示支持，並表
示該會將以實際行動推進香港普選進程。

吳良好：2017是起點非終站
吳良好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說明了中央有信心、有能力、有誠

意落實香港的普選。香港特區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必須依照香港基本法規
定落實，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行政長官，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經濟發
展的利益，為今後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指明了航道與
方向。
他續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決定了提名委員會由四大界別1,200人
組成，落實了香港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確立了一個有利各階層和諧協商
的平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提供了普選特首的法律框架，同時為香港
社會留下了廣闊的討論空間。
吳良好強調，更重要的是，2017年並不是民主進步的終點，而是民主進
步的起點，將來的民主政制發展仍然可以逐步前進，逐步改善，這有利於
幫助「溫和民主派」擺脫綑綁，用積極的態度參與今後的普選方案的討
論。
他呼籲「中間民主派」應和「激進民主派」劃清界線，理性看清「佔
中」不能影響中央政府的立場，只會傷害香港700萬市民的經濟利益。他希
望「中間民主派」積極參與政府今後的政制諮詢工作，繼續和中央官員積
極對話，積極推進政改，讓普選方案能在立法會通過。

林樹哲：先落實再逐步完善
林樹哲表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基本法屬於中國憲法的一

部分，人大作出的規定具有憲政規定和權威。他十分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只有這樣香港的民主發展才會在一個良好的框架下繼續向前走，
否則爭拗將繼續。
他指出，香港回歸17年來，民主在不斷發展，故強烈反對「倒退」言
論，「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根本沒有選舉和民主。」全國人大常委會只
是對香港政改訂出框架，細節將由特區政府諮詢民意再制定，進一步完
善，不存在所謂「落閘」的問題，各界應理性討論，任何國家及地區的民
主發展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大家應該先落實普選，再逐步完善。

盧文端：阻方案通過成罪人
盧文端說，「香港回歸不到20年，中央政府便開始推動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是以全世界最快的節奏推進民主發展。」港人應加以珍惜，又提到日
前調查表示，近六成市民支持普選特首，倘反對派阻礙普選方案的通過，
是香港的千古罪人。

李群華：為下一代創造未來
李群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該會是愛國愛港社

團，堅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希望各位首長盡力宣傳普選方案，幫
助鄉親了解國家對港的政策，為香港的繁榮穩定作貢獻，為下一代創造更
好的生活環境。

林廣兆：警惕外國勢力干預
林廣兆表示，堅決擁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決定公布後，香港社會

部分人反應過激，更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將香港「換色」，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他希望香港各界提高警惕，勿被外國勢力利用和煽動，呼籲鄉親們團結
起來，堅決反對「佔中」等違法行為，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林銘森：「佔中」違主流民意
林銘森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對香港政改問題作出規定，「特首必須

是中央接受的人選，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基本原則。」
香港少數激進反對派一意孤行，鼓吹發動違法的「佔中」，對抗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違背了香港的主流民意。

陳金烈：決定體現中央挺港
陳金烈說，人大常委會對政改的決定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

心，方案獲得人大常委會的全票通過，是完全合情合法合理。他批評，反
對派企圖把香港變成反中央基地，而所謂「國際標準」、「公民提名」，
目的不過是企圖推選出一個勾結外國勢力者當特首。福建鄉親向來愛國愛
港，他希望大家團結起來，為香港的明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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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只要不是所謂「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就是不讓多數人支持
的人選參加選舉，這樣的選舉規則實
際上是「狹窄的」、是「小圈子選
舉」。他強調，討論香港普選的選舉
規則，重點在於找到對話基礎，不能
把香港基本法拋在一邊，不斷以所謂
「國際標準」來談論。
姚國建在接受中新社專訪時指出，

世界上沒有一個普選的統一標準。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
精神是在公約基礎上，各國各地區根
據各自情況制定適合自身的選舉規
則。「我們考慮這個問題，很重要的
是要找到對話的基礎，拿什麼來說事
兒？是拿香港基本法來說事兒，還是

拿大家都很難把握的所謂『國際標
準』？」

應縮小分歧妥協讓步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以全票通
過香港政改相關決定以來，香港有反
對聲音，也有支持的力量。姚國建認
為，香港是多元化社會，以前支持政
改的力量多數是沉默的，如今他們願
意站出來表示支持，能夠發出自己的
聲音，這是正常現象，要注意的問題
是：一、無論支持或反對，觀點要按
照合法方式表達；二、觀點上的衝
突、牴觸，應考慮以民主社會的運作
方式尋求縮小分歧之道，要能對話妥
協，必要時候作出讓步。
「我們很難找到一種方案讓每個人都

滿意，但是應能找到最大公約數、最基
本底線，大家都比較能接受。」姚國建
希望香港的反對勢力能夠尊重這樣一個
決定。任何對香港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
要認知現實，回到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上來，按照香港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所確立的循序漸進原則，
參與到推動香港特首普選的過程中，共
同推進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這才是理
性的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社會
對政改問題爭論不斷，全國人大常委會日
前為2017年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定下清
晰框架，有助社會向前討論。香港中醫藥
界人士表示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並認
為香港應要按照人大決定及香港基本法去
落實普選，才可以「扶正固本」。他們並
表明要「扶正驅邪」，堅決反對違法的
「佔中」行為。

陳抗生：決定邁普選之路
10多名來自中醫會及藥會的代表昨晚舉

行政制發展座談會。與會者均贊同香港應
按照人大的決定及香港基本法去落實普
選，才有利香港繁榮穩定。香港註冊中醫
學會永遠會長陳抗生表示，人大的決定是
為香港鋪設好邁向普選之路，「到2017
年，香港合資格的選民可以『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
他續說，身為中醫，很重視「扶正固

本」，而「固本」即是重視「一國兩
制」，堅守香港基本法，因為香港倘沒有
強大的中央政府作後盾，難以面對很多艱
難的環境，例如金融風暴等，「香港目前

的良好局面得來不易，大家要好好珍
惜。」同時，香港目前有需要「扶正驅
邪」，就是反對「佔中」的非法行為。香
港人不應去做犯法的事，而是凝聚共識。

馮玖：民主需慢慢向前走
香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中醫組主席馮玖

表示，自己愛國愛港，並認同香港應要按
照人大的決定實行普選，因為香港人只希
望擁有安穩的生活。民主需要一步步慢慢

向前走，而2017年，香港將有500多萬市
民可以「一人一票」普選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這是香港民主的一大進步。她呼籲市
民要把握今次機會。

陳永光：普選是中央給予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表示，普
選並非外國給予香港的，而是由中央給
予。香港實現普選將會是香港民主歷史性
的一大步，亦體現了國家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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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反對派聲言，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所作的決定很
「緊」。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
日 指，反對派過去一年種種「出
軌」行為，令中央感到憂心，不排除
中央是在評估有關形勢後，才定出嚴
謹的政改框架。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佔中三丑」不斷在社會上鼓吹
「佔領中環」行動、所謂「全民投
票」以及衝擊立法會等事件，每次都
是衝中央政府而來，目的是要向中
央施壓，企圖迫使中央就範，令中央
感到憂慮，最後態度變得強硬。
她又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行政長
官選舉安排定出了框架，但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數等問
題仍然有討論的空間，她希望反對派
不要以非法的抗爭手法損害香港經
濟，進一步「觸動中央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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