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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選以來，梁振英一直面對嚴峻的挑戰。一方
面，本港社會積存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愈趨尖銳，高樓
價貧富差距等問題都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另一方
面，本港社會日益政治化，民粹之風愈演愈烈，政府
提出的政策都無可避免地受到各種政治化的干擾和拖
延，甚至連惠及全港基層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也面對
反對派議員的拉布阻撓。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特區
政府施政難免阻力重重。儘管如此，梁振英及其執政
團隊就任以來，兢兢業業，夙夜匪懈，切實回應市民
所想所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改善民生 盡心盡力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貧窮問題不僅關係基層市民
的生計，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梁振英將扶貧問題作
為其施政重點之一，在民生工作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

成績：
在2013年首次制定了貧窮線，成功在2013年令整體貧

窮人口首次跌破100萬至97萬，貧窮率降至14.5%，創5
年新低；政府更一改以往思維，大手筆地推出多項扶貧安
老措施，包括為解決在職貧窮問題，破天荒設立「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加上在今年新一份施政報告為「退休保
障」撥款500億元，作實施之用；在勞工權益方面，梁振
英宣布訂立3天有薪男士侍產假，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並
將法定最低工資調升，估計惠及約21萬名低薪僱員，又
優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
為爭議多時工時政策展開具體探討。如此等等，都顯示當
局對於民生的關顧和承擔。
在房屋問題上，梁振英着力解決港人最為關心的

「上樓」問題，包括推出「港人港地」，將首批「置
安心單位」轉租為售，以「雙辣招」有效控制需求，

壓抑炒賣。為解決「上車難」的問題，在停售居屋11
年之後，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復建居屋。梁振
英承諾，特區政府會盡最大努力，調動社會所有力
量，增加居屋供應。及後，政府更進一步提出每年提
供約20,000個公屋單位和約8,000個居屋單位的供應目
標，充分顯示梁振英想民所想，急民所急，交出了一
份令人滿意的施政成績單。

發展經濟 謀劃長遠
改善民生須以發展經濟為基礎，否則，改善民生就

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梁振英重視推動經濟發
展，成立的高層次「經濟發展委員會」，下設航運
業、會展及旅遊業、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
與專業服務業4個工作小組，協助香港制訂全面擴闊香
港經濟基礎及促進經濟發展的整體策略和政策。同
時，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梁振英不僅提出設立多種
基金和支持計劃，直接支持建立品牌、發展創新及科
技，而且還將與廣東省政府在覆蓋南沙、前海和橫琴
的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緊密合作，為港人港企爭取創
新的合作模式和最大的發展機遇，並配合國家「十三
五」規劃，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議。梁振英還不遺餘力
地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香港競爭力。
「滬港通」於去年11月17日正式開通，正是梁振英不
懈努力的成果。2013年梁振英見到總理李克強時，第
一件談的事情就是向中央申請開通「滬港通」。「滬
港通」開通之後，他又向中央提出希望盡快開通「深
港通」。這些措施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的現有優勢，
把握背靠國家的良機，促進兩地的互利雙贏合作，推

動香港產業多元化，為經濟持
續穩定增長注入源源動力，並
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更大的
貢獻。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妥善處理去年大規模的非法「佔領」行動，最能顯

示梁振英不畏艱難、勇於任事、敢於擔當的精神。去
年持續79日的非法「佔領」行動，嚴重破壞法治、撕
裂社會，為香港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一眾「佔領」
搞手企圖通過大規模違法騷亂，推翻人大常委會就本
港普選問題作出的決定，矛頭直指中央和特首梁振
英，最終目的是要奪取香港管治權。面對這一場嚴峻
的政治風波，面對反對派的「倒梁」惡浪，梁振英應
對果斷，堅守底線，沒有怯於脅迫而自亂陣腳，穩定
了局勢，領導特區政府及警隊，實現了對大規模騷亂
和平清場的「奇蹟」。
去年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亞太經合會議期間

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就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來表達對梁振英的充分信任和支持，肯定梁振英在關鍵時
刻信得過、靠得住。之後，習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
梁振英時再次表示，過去一年，梁振英行政長官帶領特別
行政區政府勤勉工作，依法有序推進政改，努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維護法治，保持了香港大局穩定，中央對梁振
英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梁振英的這一
任任期還有兩年多，社會各界應繼續支持梁振英及其團隊
依法施政，既落實普選，又開創社會經濟發展新局，推動
香港可持續發展。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梁振英當選三年 敢擔當 忠職守 挽狂瀾
今天是梁振英當選特首三周年。三年來，香港風雨兼程，挑戰和考驗接踵而至。梁振英

憑着「700萬人是一家，要齊心要努力」的施政信念，一步一腳印落實競選政綱，交出了

一張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在市民最關注的民生議題上，梁振英以務實為民的態度，貫徹「穩

中求變」理念，迎難而上，勇於任事，敢於擔當，處理各種積存多年的經濟民生問題，大

手筆地推出多項「暖民心」措施。在應對去年大規模的非法「佔領」行動上，梁振英領導

特區政府及警隊，忠於職守，力挽狂瀾，安定大局，最終實現了對「佔領」的和平清場。

習近平主席更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來表達對梁振英的充分信任和支持。社會各

界應繼續支持梁振英及其執政團隊依法施政，落實普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創

造更光明的前景。

方正清

「再造新加坡」對港有啟示可借鑒
3月23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因病去世，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島國「獅城」。輿

論普遍認為，李光耀長期領導新加坡，把它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使其成為世界上

最繁榮的國家之一，與香港、台灣、韓國一齊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毋庸置疑，新加坡

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羨慕的發展奇跡。2002年初，新加坡領導人提出

「再造新加坡」，並將其作為新世紀頭二十年的行動綱領和戰略目標。新加坡作為一個世

界聞名的花園城市，為什麼還需要「再造」呢？原因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新加坡的

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正面臨着一系列的挑戰。

1月18日，公民黨議員陳家洛在《明報》的一
篇「訪問」中詢問學生：「有冇想過有天早上
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有冇想像過歷史重擔
要忽然落在他們（學生）身上？」而「佔中三
丑」之一陳健民則接續陳家洛的癡夢，在3月5
日的《明報》幻想「中國10年間必有大變」，
「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改變機遇」。甚麼「機遇」？
讓香港和中國變天也，好讓仇視中華民族的奴
才、漢奸們「佔領」中國土地，然後拱手奉獻
給洋主子是也。這真是異想天開，癡人說夢，
無恥之尤！

陳家洛、陳健民癡人說夢
說陳家洛、陳健民異想天開，是二人完全無
視事實。自從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
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
起來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華民族
開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用65年，我們就
走完歐美各國要240年才走到的復興之路；至
21世紀，當歐、美、日等老牌「列強」在金
融、經濟危機的泥淖中掙扎時，中國躍升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是經濟增長速度全球最快、
最穩健的火車頭。如今，連美國最「可靠」的
盟友英、法、德、意、澳也如百川匯海、天下
歸心般地要求加入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投
行」。然而，陳家洛和陳健民卻看不到國家的
發展和強大，不希望人民大眾生活的改善陸續
步入小康，夢想五星紅旗「升不起來」，幻想
「中國10年間必有大變」，這不是異想天開，
癡人說夢嗎？
無錯，中國有大變，豈止10年一大變？今

天的中國是瞬息萬變。就執政黨而論，以習
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自覺反
腐倡廉，吐故納新，正變得肌體越來越健
壯，執政能力和依法治國水平越來越高；就
改革開放而論，正率領全國人民敢於創新、
敢向深水區探索邁進；就經濟增長而論，從
2005年至2015年10年間，中國的GDP由粗
放型年增11.3﹪調整至2015年的7﹪合理區

間，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又為保量保質
留下最大餘地；就全球經濟而論，去年習主
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正在成為事實，「亞
投行」正成為亞太區金融、經濟發展新機
遇、新動力，美國想圍堵也已成泡影。再說
香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陳健民、陳家洛
發起和支持的「佔中」不用3個月就土崩瓦
解，違法亂紀行為現正等候落案審判。這就
是中國和香港一天天好起來，反華勢力和反
對派一天天爛下去的變化和事實。

與日本極右分子同一腔調
二陳盼五星紅旗「升不起來」中國消亡，其

無恥癡妄正好與日本極右分子合拍。日本大阪
市原市長橋下徹和東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領
導下的「日本維新會」在《大和日民族為甚麼
要對外擴張？》文章，就為日本因地理位置及
資源匱乏叫囂要發動侵略戰爭，說是「一些劣
等民族佔據大片肥沃土地」，故「對外戰爭征
服世界是天皇賦予日本民眾的使命」，「滅亡
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時候，不能過於着急，
而應像吃生魚一片一片地吃」，「中國滅亡，
日本帝國的復興也為期不遠了」。陳家洛夢想
有一天醒來，五星紅旗「升不起來」，陳健民
幻想中國「變天」，豈非和倭寇要滅亡中國想
在一塊、夢在一起？甚至比倭寇更迫不及待？
今天日本的香港奴才和漢奸，莫比二陳更醜惡、
更無恥了！
唐代有《枕中記》的姓盧窮書生在邯鄲白
日夢見自己歷盡榮華富貴，醒時客棧的黃粱
仍未炊熟；《天方夜譚》有人幻想「芝麻開
門」就能入寶庫予取予攜；今日香港有陳家
洛、陳健民幻想「有天醒來」中國變天好由
他們奪權當美、日兒皇帝（美其名曰「歷史
重擔落在學生身上」），這兩位書生的胃口
比盧生更大更癡人說夢，是中了美、日所下
「降頭」或飲了他們迷魂湯？二人的政治癡
狂症，唯香港人作鄭屠戶給范進一記政治聲
討耳光，庶幾二陳才可有點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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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築中心在2014年底發起舉辦「十築香
港──我最愛的香港百年建築」活動，由籌備
工作委員會推出100個項目，向社會宣傳介紹，
通過網上投票，收到15,111張有效選票，活動
近日揭曉。依得票順序選出志蓮淨苑、國際機
場、九龍寨城、雷生春、香港大學主樓、海洋
公園、大澳棚屋、尖沙咀原火車站、山頂纜車、
中環天星碼頭等十個「最愛」項目。投票者除
了在網上點選外，也附上心聲短文，寫他或她
與這些建築的情緣和喜愛的理由。在這個繁忙
城市，有一萬多人，可以放下其他事情，在網
上研究點選，說明市民對自己環境和城市關心。
有兩位選民，十項中了八項；中七項的，則有
近十位之多。
這十大建築和香港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機
場、車站、碼頭、纜車，是人們進出城市和遊
玩營役的必經之處；海洋公園，給一家大小帶
來多少歡樂和幸福回憶；雷生春是香港戰前商
貿、下舖上居的見證；港大主樓是學而優則仕
的象徵，平民翹首；志蓮淨苑雖然建成僅16年，
卻是優質認真的仿古建築精品，在現代的香港
蔚為奇觀。大澳棚屋破舊，卻也是香港曾經和
現在依存的生活方式。九龍寨城和尖沙咀的火
車站，早已拆除，拆火車站是為了給文化中心
讓路，鐘樓僥倖尚存。寨城的生活方式，是香
港高密度擁擠狀況的縮影，這樣的密集危樓，
在舊區中依然隨處可見。它們和國際都會中心
商務區的光鮮形成對照。

大眾趣味 vs. 專業審美
專業的設計，講究結構、材料、空間、簡

潔、乾淨、對比、虛實等等技術和美學情
調。而大眾的趣味則在於貼近日常生活、幸
福歡樂、鄉土回憶、明晰裝飾等。九龍寨城
和大澳棚屋，更是自發的「沒有建築師的建
築」。現代大規模房屋的生產環節中，用戶

是不大有發言權的，財團發展商想像未來買
樓的趨勢，設計公司奉命畫圖，將自己的審
美喜好盡可能地塞入設計，最終的用戶十分
被動。在土地短缺，樓價高昂的香港，用戶
連揀選的餘地都很少。這樣的評選可以使市
民對我們的城市有更好的認識，設計者也可
以更好地知道大眾的興趣所在，設計出為人
們適用和喜好的人工環境。

中國的十大
類似的活動，在1999年也舉行過，「50年
來的十大建築」，當時結合了群眾投票和專
家評選，最後半島酒店、大會堂、藝術中心
等建築榜上有名。可以作為對比的是，中國
內地在2014年6月，由文化部中國建築文化
研究會等單位發起評選「中國當代十大建
築」，入選的建築包括中國尊（世博會中國
館）、鳥巢、中央公園廣場、中國美院象山
校園、上海金茂大廈、台北101大樓、小蠻腰
（廣州電視塔）、北京國貿三期、上海證大
喜馬拉雅中心、上海中心大廈。這些建築都
是在21世紀後建成的高額投資工程，其中六
項是海外建築師的設計。顯示了我國的大規
模新區和文化建設熱潮。
和以往及內地的評選相比，「十築香港」更

加歷史、鄉土、俚俗、貼近生活。主辦者將挑
選範圍擴大到「房屋」以外，可以是一個環境、
一個地方，讓人們重新審視我們所棲息的城市
並由此產生感情。香港建築中心是非盈利的民
間機構，除了一兩位全職幹事外，其他全是志
願者的服務。在為城市服務之餘，希望未來和
美國芝加哥和德國法蘭克福的建築中心一樣出
名。「十築香港」活動，除了網上和媒體介紹，
也舉辦展覽，以選民心聲做書、編織藤箱帶出
獲選項目的資訊，饒有趣味。筆者有幸為此項
活動稍作貢獻，甚感欣慰。

十
築
香
港

民
意
所
歸

早前在一個討論小販政策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上，政
府就如何管理香港的小販提出多項建議，包括重新簽發
固定小販攤位，考慮發出新的大牌檔牌照等。但筆者認
為，重新簽發小販牌牽涉到市民的居住環境和街道衛
生，必須從長計議。
上世紀港英年代的小販政策，是帶有一定的社會福利

性質，既為基層人士創造就業「搵食」的機會，亦為弱
勢社群提供廉價貨品和食物。時至今日，雖然持牌攤檔
小販中有小部分人已「富起來」，但很多小販仍屬基層
人士，靠小生意養家餬口；加上不少光顧小販的人是草
根一族，因此小販行業在今時今日而言，仍然肩負着為
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廉價貨品和食物的「使命」，
所以小販行業實際上仍有一定的社福性質，值得有限度
保留。
既然小販有着平抑物價和提供就業的功能，但是政府

卻建議重新簽發小販和大牌檔牌照，筆者對此是持保留
態度。小販問題是「易請難送」，一旦發牌就很難收
回，尤其是在商舖租金高企的今天，太多小販牌照有可
能影響商舖的營商。更重要是，貿然重發小販牌照，可
能對社區生活構成各種滋擾，特別是售賣熟食的大牌
檔。試想在住宅區附近開設一列露天大牌檔，食客們每
晚把酒歡呼，不醉無歸；加上煮食油煙、廚餘廢物等，
對該區環境將構成極大影響。新加坡近年為了便於管理

和保持街道環境衛生，新建的巴
剎都已變成像香港的有蓋熟食中
心那種模式，而非露天食肆。這
方面香港各區的街市大樓其實都
設有熟食中心，現階段政府根本
沒有需要重發大牌檔牌照，反而
該集中精力管理好各區現存的大
牌檔和小販，讓他們能夠有秩序
經營下去，更為合適。
事實上，要建設一個成功的露天小販市集，並非單靠政

府重新簽發牌照就能成事，必須透過市民與販商的供求互
動才成。現時香港成功的露天小販市集如廟街、鴨寮街、
春園街、赤柱大街等，都是自然發展成形的；早年港府力
推本土經濟，主力複製及打造一些著名市集如上環大笪地、
騰龍墟、天秀墟等，成效都不顯著甚至失敗，印證人為規
劃的市集欠缺先天元素難以成功。可見即使政府重發小販
牌，對發展地區經濟也未必有很大幫助。
落筆之際，中環剛發生食環署販管隊人員與無牌小販衝

突，導致一位食環署職員殉職的悲劇，令人深感難過。事
件折射出的教訓是，無論有牌小販抑或無牌小販，都必須
好好管理及有效執法，否則將成為社會的定時炸彈。期望
政府能夠做好小販管理工作，令這行業繼續為香港經濟作
出貢獻，為市民生活帶來更多美而廉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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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再造新加坡」應對新挑戰
「再造新加坡」的核心是面向新生代，應對新挑

戰，實現文化理念上的更新與重塑。這一戰略的效果
也是顯而易見的，新加坡在政治上確保了人民行動黨
的執政優勢，在經濟上發揮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優
勢，在文化上創造中西「雜交」的優勢。2008年受國
際金融危機影響，新加坡的金融、貿易、製造、旅遊
等多個產業遭到衝擊，《海峽時報》指數創5年新
低。政府採取積極應對措施，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努
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提升投資者信心並降低通脹
率，並推出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2010年，經濟增長
幅度達到14.5%。根據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GFCI）排名報告，新加坡成為繼紐約、倫敦、香港
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亞洲重要的服務和
航運中心之一。

「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新加坡與香港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面積狹小，

自然資源匱乏，曾因勞動密集型產業有過輝煌，領導
人主張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都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
度。
「再造新加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既有現實的
背景，也有長遠的考慮，是新加坡領導人「戰略思
維」的體現。
新加坡在政治上嚴格管治，經濟上高度開放。李光耀
等歷任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好的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
要；經濟發展有限，民主不是繁榮的必經之道；國家政
策應以國家生存、人民富裕、民眾福利為主。李光耀曾

多次指出，政制的設計必須根據一個國家的民俗習慣，
並符合其人民的特性；在擬定經濟和財政政策時，必須
考慮到一個民族的社會習慣和文化價值。
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進程，必須根據本國、本地的
實際作出選擇，要用民主的效果來檢驗民主的適用程
度。民主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廣大老百姓能夠
從中獲得實際利益的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穩定是保
證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
計劃，漸進的國有資產企業化進程、民族和睦政策
等，無不是為了保證政治和社會的穩定。
概括地說，「再造新加坡」戰略以穩定發展和高效

管理為原則，着力提高政府的控制能力。在政治上，
優化黨際、黨政和黨群關係，使人民行動黨對整個社
會具有強大控制力；在經濟上，確立經濟先行戰略，
因地制宜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強化規範政府行為，提
高經濟控制力。

身份認同事關國家生存與長遠發展
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實施「再造新加坡」戰略也是
增強國民國家認同的需要。新加坡立國時間不長，缺
乏文化根基，由爭取獨立和發展經濟所形成的國家認
同與忠誠度正在褪色。如今，新生代已佔到新加坡人
口的70%左右，他們中的大多數雖不乏理想抱負，但
確有相當部分人崇尚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無國籍主
義及福利主義，既依賴政府，又缺乏國家認同和責任
感。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安全法令規定，如果

涉及國家安全，即使由於證據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也
可以將犯罪嫌疑人長期監禁。

■鍾樹根

鍾樹根 立法會議員 香港需要更多街頭小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