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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陳健民離場復教
抽走「佔領區」義工 激進勢力接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滿月之際，「佔中三丑」中

的戴耀廷及陳健民昨晨以「已耗盡同事對其教學支援」為由，宣布他們

決定返回校園復教，並將現場義工抽走，把「佔領」工作交予學生和激

進團體接手，變相離場。「學民思潮」也自爆，原來該組織的成員已於

3星期前復課。有「佔領」者對有關人等變相「撤離」感到不滿。

稱同事支援用盡 調整生活
戴耀廷昨晨在金鐘「佔領區」表示，為推

動「佔中」，早前獲得很多同事支援調動課
堂時間，並在教學上作其他配合，但有關安
排已經「碌爆卡」，他需返回港大法律系重
返教學崗位。
他續稱，自己需作有限度生活調整，
「復教不是離場」，而是為令行動延續，
自己也可在情緒和體力上維持下去，並稱
大部分時間仍會留在「佔領區」內。陳健
民也稱會返回校園復教。
為減低「佔領」示威者對其變相離場的負

面印象，戴耀廷宣布復教後昨晚再現金鐘，

向在場示威者聲稱過去一個月雖看到很多值
得港人記下的「美麗圖畫」，但也要思考如
何持續行動。他在宣讀講話後，以「義工都
要上班」為由，隨即抽走「佔領區」內義
工，把所有「佔領」工作交給學生和激進反
對派團體負責。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稱，由於

戴、陳仍會參加晚上集會，「佔中三丑」
之一的朱耀明會繼續留守，二人復教不會
對「佔領」行動產生實質影響。他又自
爆，原來「學民思潮」的成員已於3星期
前復課。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則稱，戴陳兩人日

後仍會參與「佔中」行動，故兩人復教不

會影響「佔中」。他又稱學聯與「學民思
潮」未有退場打算，重申「佔中」結束後
會自首。

盼獲安排與李克強直接會面
學聯並於昨日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

表公開信。學聯稱，第二輪對話應以達成
「實質成果」作前提，民情報告必須「如
實反映香港人強烈要求人大修訂或撤回
831決定的意願」，倘特區政府無法作出
承諾，學聯希望林鄭月娥可以安排，讓學
生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直接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學聯曾呼籲佔領者撤
離，其後卻又變臉要求堅
守。作為政府與學聯對話的
中間人、港大政治及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陳祖為昨日分
析，「佔中」發起人、學聯
為求在「佔領」行動中保持
其地位，被激進分子綑綁，
越走越激，但行動已被一些
最激者騎劫，作為負責任的
組織者，學聯應盡量勸退支
持者離開，倘死硬派堅持
「佔領」，就要承擔被武力
清場的後果。
陳祖為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特區政府提出向國務
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等建
議，已行出一步，倘學聯堅持
叫價，即意味着學聯和政府再
無任何溝通的機會，好比最後
一道橋也燒掉，對大局不會
好，「學聯如果認為政府沒有
誠意，自己又有沒有拿出誠意
來化解僵局？」
陳祖為坦言，雖然「撤

退」二字好像魔咒一樣，提
起就會被人批評，但學聯欠
缺「華麗轉身」的方法，又
沒有即時見效的策略改變現
狀，僵持下去只會被公眾唾
棄，黑勢力混入，最終導致
武力清場。為免事態越來越
嚴重，組織者便要拿出勇
氣，向群眾說一些群眾不愛
聽的意見。

行動終被最激者騎劫
他分析，「佔中」已由最初

預期的溫和收場逐漸被迫激
進，「佔中」3名發起人、學
聯為求保持在「佔領」行動的
地位，被激進分子綑綁越走越
激，最終被一些最激者騎劫。
群龍無首，很多人已指學聯不
代表他們，局面一早已陷分
裂，學聯作為負責任的組織
者，應盡量勸退一些願意跟其
行動的示威者離開，而堅持
「佔領」的死硬派，就要承擔
被武力清場的後果。

「佔中」亂局困擾香港逾一個月，策動「亂港」計劃的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昨日突然以「重返教職」為由
離場。有參與「佔領」者向本報透露，「三丑」一直無法
主導整個「佔領」行動，近期更被激進派「打個落花流
水」，他們深知整個行動已經失控，故提前「散水」，但
仍會「掛名」為「佔中」團體，以便在激進派被清場時，
再名正言順出來「抽水」。

金鐘「佔領主場」的核心人士昨日透露，「三丑」一直只
是用把口去「佔中」，學生上月底衝擊政府總部時，一班
「已上位」的反對派不知去了哪裡。在學生「霸好場地、搭
好舞台」後，「三丑」才在各方「三催四請」下宣布「佔
中」行動開始。

該核心人士稱，「佔領」是由學生而非「三丑」促成
的，他們一直只能借行動抽水，指指點點，沽名釣譽。不
過，他們最初只估計會「佔領」數天至一星期，如今卻拖
了一個月，「三丑」早有離場之意，「尤其班學生好像匹
脫韁野馬，不知要拉鋸到何時，不如回家算了！」

擱置「廣場投票」是導火線
另一名反對派中人透露，擱置「廣場投票」，是「三

丑」急離場的導火線，「提出『廣場投票』的原意，是一
個撤離機制，但被激進派騎劫，成為互相綑綁的死守機
制，溫和反對派看在眼裡，急急召開晨早會議，在激進派
睡眼惺忪來不急反對之際，匆匆宣布擱置『廣場投票』，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場面已經失控。」
他坦言，反對派政黨初步評估因「佔中」牽涉到民生，

相信會影響到他們在區議會選舉的選情，故正急忙落區

「補鑊」，「（反對派）早前提出的『不合作運動』，已

經名存實亡了，有很多涉及民生問題都通過了。」

各溫和反對派在兩星期已經有默契，安排逐步「離

場」，故他們對「三丑」中的戴耀廷及陳健民昨日「重返

教職」並不錯愕，有很多義工更勸告他們「早走早着」：

既然學生及激進派「醉心廣場」，他們一於全身引退，將

「廣場」讓給他們吧。

該名反對派中人直指，「佔中」運動已被激進派騎劫，

作風將會變得強硬，未來難有對話空間，正

待「清場」謝幕。不過，「三丑」及溫和反

對派仍然會「掛名」為「佔中」團體，直至

清場時再名正言順出來「抽水」。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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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繽紛活動 推健康訊息
為響應第六屆健康城市聯盟國際大會，香港各區在「賽

馬會健康城市社區計劃」下，將陸續舉辦一系列地區活
動，向市民傳遞健康訊息。當中包括：

地區
黃大仙

西貢

推行日期
至12月

至12月

內容
黃大仙區防跌八式（太極）推廣計劃
透過太極師傅開班教授防跌八式，向
居民宣傳健康生活及防跌意識的重要
性。
查詢電話：3996 7672
「友善‧長青」長者友善社區推廣計劃
結集長者意見，建立長者友善行山
徑； 並訓練退休人士成為「長青先
鋒」，於山徑中向社區人士介紹生態
知識，培養長者對大自然的興趣。
查詢電話：270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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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全球化年代，公共生問題如伊波拉病毒無分
國界，影響深遠。如何加強國際間健康議題的交流及
合作，已成為不可忽略的一環。香港賽馬會一直致力
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未來將會積極開拓更多渠道，
以促進社會的長遠持續發展，包括協助建構香港成為
長者友善城市。有見及此，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860萬港元，支持健康城市聯盟中國香港支部聯同全
港18區舉辦「第六屆健康城市聯盟國際大會」，兩
年一度的大會自2004年舉辦以來，首度在香港舉
行，冀進一步加強本港和國際間的網絡及交流。

協助構建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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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的「賽馬會健康城市社區計劃」，向公
眾傳授處理壓力的技巧。

■其中一個 DWA
國際產品設計金獎
作品Brace Stool，
讓殘障人士及長者
安心使用不同種類
的扶手站立。

馬會支持舉辦國際大會

■健腦流動車將走遍全港十八區，進行護腦
外展工作，冀及早識別腦退化症患者。

■馬會一向致力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冀能令他們活出豐盛晚年。
■「賽馬會流金匯」為一站式綜合健康及社區支
援服務中心，提倡大眾及早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會議10月29日起一連三日舉行，主題為跨界別健康政策
（長者友善社區／預防非傳染病／公眾衛生緊急應變），

逾700名來自全球18個國家及地區的聯盟城市市長、政策制定
者、專家、學者及社區領袖聚首一堂，分享推動「健康城市」
的發展經驗，同心協力改善城市居民的健康及生活質素。

國際專家共商對策
馬會副主席周永健先生今天晚些時候將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女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世衛西太平洋區區域
總監申英秀醫生、健康城市聯盟中國香港支部主席吳仕福博
士、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龐愛蘭女士等，為會議主持開幕禮。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亦會於開幕禮上越洋透過視
頻致辭，恭賀香港成功舉辦大會。主要講者包括港大醫學院院
長梁卓偉教授、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醫生及安老事
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
周先生表示馬會一直致力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很高興
能支持年會首次在本港舉行。他說：「今年適逢馬會慶祝130
周年，馬會將積極開拓更多渠道，以促進社會的長遠持續發
展，並在未來三至五年，策略地發展三大範疇，包括協助建構
香港成為長者友善城市。」
馬會亦為各地代表團安排和大會主題息息相關的考察活動，
讓他們更深入了解本港在改善城市健康的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及機遇，包括到訪由馬會支持成立、致力向中年人士及長者推
廣基層健康概念的「賽馬會流金匯」；以及協助長者及早診斷
腦退化問題的全港首架健腦流動車，深入了解本地社區如何照
顧長者，滿足其健康及其他服務需要。

創新意念提倡健康生活模式
在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下，大會及賽馬會

社會創新設計院亦合辦了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
首 個 DWA 國 際 設 計 大 獎 （Design for
Well-being Award），以表彰、推廣和啟發對健
康都市生活有裨益的創意作品和個案。得獎作
品將於今晚舉行的大會晚宴中揭曉。
此外，大會亦舉辦了「健康城市健康地球」

郵票及年曆2D視藝設計大賽，包括幼稚
園、中小學和公開及專業組，鼓勵公眾身
體力行，宣揚健康城市概念。其中，榮膺
公開及專業組冠軍的李偉霸雖然四肢不能
活動，但他以口代手執筆作畫，作品備受
讚賞，其他得獎作品來自多個國家，如日
本、澳洲、馬來西亞、台灣、菲律賓及蒙
古等。設計將印製成郵票及年曆派發予參
與大會的各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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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散水 待清場再抽水

■「佔中」
發起人戴耀
廷(左)、陳
健民決定回
校復教。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