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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滿紙胡言」煽「港獨」
岑嘉評﹕老師有責「點醒」學生 倡加強中史教育認清實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行政長官崔世安昨
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北京，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商討中醫
藥合作事宜，推進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發展；同時
將與商務部討論CEPA補充協議，就貿易自由化、改革和創新等
方面作探討；亦會就探討區域合作等議題與發改委官員會面。

指博彩收入跌屬調整期

就近月博彩收入下跌、中場和貴賓廳的數目出現調整，崔世
安表示，任何事業的發展都有周期和調整期，目前特區經濟進
入調整期屬正常現象，故此特區政府必須發展經濟適度多元和
拓展區域合作。
被問到有報道指，有諮詢公司預測澳門將增發博彩牌照予華

資企業，崔世安強調，現階段先做好博彩牌照中期檢討工作，
目前仍保持在6間博彩承批公司，他不評論相關分析報告。

崔世安率團上京 促澳經濟多元化 財爺﹕批評無休 社會裹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日於網誌表示，不同意有批評指他不支
持新產業，指政府過去做了很多工作支持科技
及創意產業，該些產業亦有不錯的增長。他表
示，相信未能說服朋友撤回批評，又指有時不
同的意見的確有助大家對事情有更清楚的了
解，有助最終達成共識，但沒完沒了的批評和
反批評，只會令社會裹足不前，唯有共識才能
令大家攜手邁步向前；他認為，有建設性的批
評是手段，不是目標。

挺產業多元助年輕人就業
曾俊華指，如果一個新產業今天佔本港的生

產總值0.1%，相當於20億元的規模，其實也
不算太小，假設未來20年以20%的速度增長，
而其他99.9%的產業每年平均有3%增長，20
年後這個新產業也只佔生產總值2%，與今天
的支柱產業仍有相當距離。
曾俊華續稱，他支持產業多元化的方向，尤
其是科技及創意產業，讓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
有更多就業選擇。他指，若政府可營造環境，
讓更多市民可以有機會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及創
意作品，轉化為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及服
務，便可以激發他們的自我推動力。而把這些
個人自我推動力結合起來，更可以成為經濟發
展的新動力。

「共識才能令大家攜手向前」

曾俊華相信，他未能說服批評他的朋友撤回
批評，但在推動產業多元化上，仍有很大的空
間可以達成共識，無損大家衷誠合作。他又認
為，不同的意見、甚至互相批評，有時的確可
以幫助大家對事情有更清楚的了解，減少彼此
的盲點，有助最終達成共識或妥協。不過，曾
俊華表示沒完沒了的批評及反批評，只會令社
會裹足不前，只有共識才能令大家攜手邁步向
前，有建設性的批評，是手段，不是目標。
另外，曾俊華又提及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二十一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構思，希望建立兩條貫穿歐亞大陸的
經濟合作走廊，促進沿途國家融合發展。除了
修橋築路、鐵路及港口等硬件上的連接外，
「一帶一路」的構思亦希望加強各國在制度規
管及人民交往等各方面的合作，促進生產要素
的流動和優化配置，提升彼此的競爭力，令國
際分工更明確。
曾俊華指，粗略計算，「一帶一路」途經的

國家，佔全球人口、生產總值達30%至40%的
規模，是個龐大的供應力量和消費市場，有助
本港推動市場多元化，減低對傳統市場的依
賴。這些經濟體大部分仍然處於發展階段，與
香港的先進服務業，有很大的互補性。他相
信，本港的貿易物流業、金融業、商業服務業
及旅遊業將可以擔當積極的角色，當局亦會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的推展工作，為業界創造
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本年度施政
報告提及多項涉及「棕地」的規劃研究進度，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於網誌表示，開發「棕
地」和其他大型的發展項目一樣，都需要經過
規劃和工程研究，以及各項法定流程和既定程
序，研究工作及各階段的公眾諮詢需時至少3
年。他指，整個「棕地」開發到房屋興建過程不
能一蹴即就，因此在短中期土地供應而言，必須
繼續推展各項的工作，包括土地用途檢討。
陳茂波指，「棕地」並未有正式或統一的定

義，一般泛指新界原有農地或鄉郊土地中，已
改用作露天貯物場、貨櫃場、倉庫、鄉郊工業
及回收場等與環境並不協調用途的荒廢農地。
這些地塊多屬私人擁有，其中亦夾雜了不少寮
屋民居、農作活動等，土地使用情況既零散、
又混亂。這些「棕地」主要位於新界西北及北
部平原。

部分「棕地」上作業研遷多層大廈
對於政府於今年稍後推出洪水橋第三階段社

區參與活動，陳茂波表示當局現正研究可行措
施，包括將部分在「棕地」上營運的作業遷入
多層大廈。然而，陳指有些業界對作業空間可
能有特定的要求，例如需要較大的作業空間及
特別設計的運輸通道等，因此有別於一般的大
廈，計劃興建的多層大廈要配合這些行業的實
際需要。他認為，社會亦需要考慮在香港土地
資源珍貴的情況下某些作業的去留。
陳茂波指，整個「棕地」開發到房屋興建過

程不能一蹴即就，在短中期土地供應而言，政
府必須推展各項的工作，例如改劃「綠化地
帶」約150幅用地及適當增加發展密度，才能
回應市民迫切的住屋需求，以至其他社會和經
濟發展的需要。

陳茂波﹕開發「棕地」起樓至少3年

曾德成﹕展銷會助社企升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昨於網誌表示，社企透過參與各類展
銷會，既有助宣傳推廣，還可以進一步掌握市
場動向，提升競爭力。他指，根據民政總署的
一項問卷調查，受僱於「伙伴倡自強」計劃資
助社企的人士，約80%人表示從工作中學習到
技能，對就業更有信心，對融入社區大有裨
益。曾德成認為，本港社企發展的下一階段，
將着重於推動社企持續壯大。
曾德成表示，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
社區協作計劃資助6家社企參加今年漁農美食
迎春嘉年華，而剛過去的工展會亦有13家社企
在場內銷售產品。他指，社企透過參與各類展

銷會，既有助宣傳推廣，還可以進一步掌握市
場動向，提升競爭力。
本港現時有3個地區，包括九龍城、深水埗

及南區發表了社區「好地圖」，地圖上展示的
每間社企均由年輕朋友及學生尋找區內社區及
好人好事輯成，而其他15區亦在編制社區「好
地圖」。
曾德成稱，政府未來的社企發展工作將聚焦

在四方面，除了加強推廣外，還會加強人才培
訓和能力提升、強化支援服務及促進跨界別合
作。曾認為，近年在熱心人士努力推動下，社
企在香港有明顯的發展，也引起其他地方的注
意，樂意與香港交流經驗。

岑嘉評坦言，自己看畢《學苑》的「港獨」
專題後，感到極其憤怒，直言該些文章是

「滿紙胡言」、「蠱惑人心」，並強調應警惕
這種鼓吹「港獨」的思維。他表示︰「這種違
背國家民族的事，不能不制止，更不能讓學生
隨意亂說。有些大學生自己這樣說的時候，並
沒有仔細想清楚當中問題，但反對派卻一直推
波助瀾。」

斥「建國論」實「叛國賊」想法
他表示，看見有關文章建議借助英、美、日
的外國力量去幫助香港「建國」，自己感到十
分痛心，「會這樣說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國歷
史，中國以往被列強欺負，與日本更是有着
『國仇家恨』，除了南京大屠殺，香港亦曾經
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日子，竟然還說要找他
們幫忙『建國』！」
此外，有關文章更指出要聯合「台獨」和
「藏獨」勢力去「搞獨立」，岑嘉評亦直斥有
關思維要不得，十分危險，並指這是「叛國

賊」的想法。他強調，香港有言論自由，但自
由不是這樣用，更不應假借自由去做顛覆國家
的事，「所謂的學術自由，是說學生、學者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而非由政府指定去做，
但這亦有前提，就是所做的事要有正當性」。

指教育出事令學生自私眼光小
岑嘉評直言，學生有這樣的想法，反映了教

育有問題，令學生有自私的心態，而且眼光極
其小。「香港不可以成為反內地的城市，香港
可以發展、可以壯大，這都是因為她一直吸納
着各方人才，也有國家的支持。如果不是中國
強大，世界各國會如此重視香港嗎？」他建議
要解決有關問題，首要就是加強學生對中國歷
史的認識和了解，「所以我認為學生必須要熟
讀中國歷史。」
作為教育工作者，他認為教育界應該要有更

多人站出來「點醒」學生，讓他們反思自己的
問題。「我覺得港大的管理層也應該要發聲，
不能任學生隨心所欲。」

高教聯
主席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特首梁振英於最新的施政報告中嚴正批評香

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煽動「港獨」，有關刊物的編採學生隨即以「自由」

作「擋箭牌」，又反指梁振英「打壓」。眼見學生顛倒是非，高等院校教職員會

聯會主席岑嘉評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自由不是這樣用」，批評有關學生刊

物內容「離譜」，煽動「港獨」更是「滿紙胡言」、「蠱惑人心」。他表示，作

為老師有必要發聲「點醒」學生，並建議當局要加強學生的中國歷史教育，讓學

生認清實況。

讚
特
首
直
指
學
生
錯
誤

對於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港
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
「港獨」，岑嘉評大讚梁特首
做得好，並力挺他不要畏縮、
要直指出學生的錯誤，「這能

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不能因為梁振
英批評《學苑》就說他是在干預，應
該要先看他說的是甚麼、說得對不
對。」
有人認為梁振英作為特首去點名

批評學生刊物，做法不恰當。岑嘉
評大力反對有關說法，表示：「梁
振英是八大院校的校監，如果學生
出版的刊物真的做錯了，他為何不
能批評？他的身份絕對是可以做出
有關批評的。」

不能特首一批評便說是干預
就部分人「反批評」梁「打壓學
生」，岑嘉評強調，縱使這些人過
往不認同梁的一些做法，也不應
「因人廢言」，「不能因為梁振英
批評《學苑》就說他是在干預，應
該要先看他說的是甚麼、說得對不
對。我自己就覺得他這次做到好，
面對有人煽動『港獨』、影響學生
思維、影響香港和國家安寧，這樣
的事絕對不能畏首畏尾，一定要嚴
正指出當中的問題。」

■記者 歐陽文倩

▶岑嘉評在
接受本報專
訪時，批評
有關學生刊
物內容「離
譜」，煽動
「港獨」更
是「滿紙胡
言」、「蠱
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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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
出版的宣揚
「港獨」書
籍《香港民
族論》備受
各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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