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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膺最踴躍參加機構
香港文報報訊（記者 黃晨、沈清

麗）大會在評選結果公布後舉行抽獎
儀式，共抽出132名獲獎幸運兒。頒
獎典禮將於2月10日假灣仔會展中心
N101舉行。本屆評選活動最踴躍參
加機構是香港工會聯合會；最踴躍參
加學校分別是福建中學、慕光英文書
院以及香島中學；網上最踴躍參加學
校是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獲獎者分享20萬獎品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活

動連續第五年獲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獨
家贊助，今屆獎金獎品總額高達20萬

港元。大會昨日抽出一等獎2名，各
得大電視一部；二等獎10名，各得平
板電腦一部；三等獎20名，各得手提
電話一部；紀念獎100名，各得超市
現金券或書券200元。
評選結果將在網站：http://top10.

wenweipo.com 公 布 ， 及 刊 登 於
am730、大公報、中國日報香港版、
成報、星島日報、香港文匯報、都市
日報、新報等報章。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由1998年開始舉辦，由一個普通的
民間評選活動，發展到今廣受社會
各界認同和支持，評選結果的公信

力和認受性也逐年提升的大型活
動。今屆評選活動得到主協辦機
構、參與機構、學校以及全港市民
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共有27家傳
媒機構主辦，66個團體協辦，百餘
間學校參與。
昨日出席的主辦機構代表包括：

RoadShow Media Limited 高級副總
裁（市務及項目策劃）葉松秀，大公
報副社長兼執行總編輯李大宏，中國
日報亞太分社社長助理詹偉明，有線
新聞台節目科主管蘇啟智，香港文匯
報副總經理姜增和、副總編輯林映，
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執
行總經理彭文慧，香港電台機構及節
目標準組總監伍曼儀，紫荊雜誌副社
長許俐麗，新城廣播有限公司公關部

總監顧麗娟，鳳凰衛視公關總監
陳越，點心衛視助理項目策劃總監
林衛平，鏡報副社長徐世和。
協辦機構代表包括：全國人大代

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
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嘉，廣西
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李君豪，中企協
副會長、總裁馮洪章，香港中國商會
創會會長陳丹丹，新華社香港分社副
總編輯胡創偉，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香
港記者站首席記者、站長郭勝昔，中
國廣播電視香港記者站代表周昕，香
港少年領袖團司令鮑志良，新世紀論
壇地區事務主任陳財喜，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事業發展部主管
朱一琳。

■2014年「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結果公布暨抽獎儀
式於文匯報禮堂舉行。 黃偉邦攝

2014年，香港社會焦點集中在本港政改議
題，特區政府啟動政改諮詢，及妥善處理非法
「佔中」，都成為2014年最受全港市民關注的
「十件大事」。昨日出席「十件大事」評選結果
公布活動的本港政商及各界人士，同樣關注政改

問題。他們一致認為，未來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對青
少年的國情教育，特別是對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的認識和了解。

蔡毅倡抑樓價「再落重藥」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認同

「十件大事」評選結果，特別是政改問題。他認為，
香港社會不應該做出無助推進政改的事情，也不能提
出不切實際的建議，而是需要依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新一輪政改諮詢中提出實際可
行的建議。
被問及對未來一年政府施政的展望，蔡毅指，特區
政府有必要加強對本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除了加強
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道德教育，也要推行香港基
本法啟蒙教育，讓青少年真正認識「一國兩制」。此
外，特區政府今年也要繼續搞好經濟和民生，有必要

在抑制樓價上升「再落重藥」。

林貝聿嘉：應更了解基本法
香港婦協主席林貝聿嘉也認同「十件大事」評選
結果，「如果是我選，我也會選這十件大事。」她
認為，特區政府在處理違法「佔中」行動，手法沉
穩，做得很好，沒有造成意外或流血，沒有令香港
受到傷害。「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亦體現在新
聞自由方面，香港仍然是世界上少數擁有新聞自由
的地區。
林貝聿嘉強調，港人尋求自由和民主，需要採取合

情合法的方法，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沒有國家，
就沒有「兩制」；沒有國家，就沒有民主。現在有部
分港人並未真正認識香港基本法，未來有需要加強對
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

陳勇：「重法治」兼顧民生
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出，

舉辦「十件大事」評選很有意義，「每一年選出的
十件大事都是香港矚目的事件，通過回顧及分析事
件，我們可以溫故知新，避免新的一年再犯同樣的

錯誤。」
談到剛剛公布的施政報告，陳勇指，與以往最大不

同，特區政府將「重法治」擺在第一位，配合和呼應
未來政改發展，同時也重視民生，有關房屋和土地政
策，能解決基層市民的需求。他又說，每年全世界都
有很多青年才俊到內地進修，香港背靠祖國，有得天
獨厚的條件。香港青年人更多了解國情，未來發展機
會也會更多。

李君豪指「佔」清場處理佳
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李君豪指，在這「十件大

事」中，有的是個別事件，有的是宏觀事件，自己做
金融，比較看重會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向的宏
觀事件。其中「滬港通」的開通，不論對香港還是對
國家都是很大的轉變。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對「佔中」的清場行動處理得

非常好，宣告反對派「佔中」行動全面失敗，大部分
港人都認為「佔領」者的行為非常討厭、令人反感。
在解決住屋和樓價問題方面，李君豪指，特區政府要
增加更多土地供應，讓自由市場去控制樓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黃晨

各界：應增「國教」讓青年了解「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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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十大施政 查劉進圖遇襲案居首
妥善處理「佔中」「滬港通」開通列亞季 周愛國梁文滔顏雪芳主持抽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黃晨）由27家

傳媒機構主辦，66個團體協辦，百餘間學校參

與的2014年「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活

動，昨日假文匯報禮堂舉行結果公布暨抽獎儀

式。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周愛國，特區政府

新聞處副處長梁文滔，獨家贊助機構恒基兆業地

產集團企業傳訊部總經理顏雪芳共同主禮。大會

公布，今屆評選共收到超過13萬張投票，「政

府追查劉進圖遇襲案確保新聞自由」以最高票數

當選2014年度最受關注的事件。「香港發生非

法『佔中』 政府妥善處理事件」、「『滬港

通』於11月17日正式開通」進入前三甲。

2014年「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活動於去年12月2日啟動，於今年1月5日截止投票。短短
一個月內，全港市民透過評選網站、函寄、傳真等方式，就
20條候選題目選出最具影響力和最關心的施政十件大事。

評選一個月收逾13萬票
大會昨日公布投票情況和評選結果。今屆共收到超過13

萬張投票，入選的「十件大事」依次為：
1、政府追查劉進圖遇襲案確保新聞自由；
2、香港發生非法「佔中」政府妥善處理事件；
3、「滬港通」於11月17日正式開通；
4、政府阻截外來有問題食品侵入香港；
5、政府增購裝備嚴陣應對伊波拉病毒；
6、政府啟動政改五步曲程序作政改諮詢；
7、出雙辣招遏樓價 再推居屋紓需求壓力；
8、廣深港高鐵延遲通車 港珠澳大橋超支；
9、港府制裁促港人在菲被害事件解決；
10、新界東北發展區前期撥款爭議中通過。

姜增和：結果反映市民心聲
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增和代表活動秘書處致辭時表

示，今年參加評選的20條題目是經由各主辦機構逐一認真
討論所確定的，收到的選票經過綜合統計，最終得票最多
的10條為2014年度最受關注的「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
事」。相信今年的評選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市民的
真實心聲，也可以為香港政府未來的施政提供客觀有效的
借鑒和參考。
他分析指，2014年的十件大事中，「政府追查劉進圖遇襲

案確保新聞自由」以高票當選最受關注的事件，而「香港發
生非法『佔中』政府妥善處理事件」也以超過八成的選票位
居第二。顯而易見的是，香港市民對這兩項施政措施的支持
代表了他們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一貫重視，即對自由與民主的
重視。同時，這兩項施政措施互相之間也有着密切的關聯：
在經濟、社會高度發展的香港，正需要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正
確的政改方向，才能有效地確保新聞自由。
香港市民一向關注與其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經濟民生等

問題，也直接反映在十件大事中，例如「滬港通」的開
通、阻截有問題的外來食品入港、嚴防伊波拉病毒、繼續
以「雙辣招」抑制樓價上漲等。
姜增和表示，現今香港在外圍經濟環境複雜多變的同

時，也面臨着經濟結構轉型等問題，住房、物價、醫療衛
生等傳統民生問題始終在爭議中發展。在歷年的十件大事
評選中，這些問題在當選的施政措施中都佔據了極高的比
例，一方面反映了市民對這些施政措施的肯定，另一方面
則是寄望政府在這些「高關注度」領域可以做得更好，從
而繼續推行有利民生和香港發展的政策。

梁文滔：可為施政提供參考
新聞處副處長梁文滔表示，今屆評選結果反映了市民對

政府各項施政議題的高度關注，為特區政府未來施政提供
參考，未來做得更好。

■姜增和致辭表示，相信是次評選結果反映市民真實心
聲，也可為香港政府未來施政提供參考。 黃偉邦攝

■蔡毅、陳勇（中）、李大宏（右）為二等獎抽
獎。 黃偉邦攝 ◀林貝聿嘉和李君豪（右）為二等獎抽獎。 黃偉邦攝

▲嘉賓聚首，相聊甚歡。 黃偉邦攝

■2014年「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結果公布暨抽獎儀式上，賓主合影。 黃偉邦攝

■本港政商及各界人士參與是次評選活動。 黃偉邦攝

▲梁文滔和
顏雪芳（右）
抽出一等獎
得主。
黃偉邦攝

▶周愛國和
姜 增 和
（右）抽出
一 等 獎 得
主。
黃偉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