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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指出：「特首候選
人不能反對共產黨，公民黨梁家傑、余若薇能否
出閘，他們心知肚明。」余若薇立即反駁：「董
建華的言論，恰好反映普選方案可以任意篩選的
本質。」梁家傑更加說：「何謂反共，最終只是
任由對方解釋，實際上仍是任由中央篩選，難以
接受。」正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余梁二人
愈是辯駁，愈說明有人對號入座，欲蓋彌彰，是
否反共，只有他們自己心知肚明。
落實香港普選，是中央推動香港民主的承諾。行

政長官的權力、普選的權力，都是由中央政府通過
基本法賦予的。基本法清楚地列明中央政府委任行
政長官的權力，這是一種由港人選舉和中央政府委
任的雙重「確認」的制度，藉此確保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官要
經過提名委員會，梁家傑、余若薇詐癲扮傻，扮作
不知基本法有這樣的規定，還認為是「難以接
受」，完全漠視憲制，存心誤導港人。
本港一些政黨、一些政客，長期與外國勢力保

持千絲萬縷的關係，叫囂要結束內地「一黨專

政」，抗拒「港共政權」，在香港扮演「革命
者」興風作浪。在「佔中」期間，這些政黨、政
客收取「黑金」，炮製「雨傘革命」，企圖把香
港變成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橋頭堡」。這
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中國憲法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反共實質

是一種違反憲法的行為。
如果讓這樣的政黨、政客掌握了香港的管治權，

出任行政長官，香港必定永無寧日，國家的安全也
將受到嚴重威脅。所以，不能讓抗拒中央和反共
的人當行政長官，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發表的文章，已經把這條中
央領導人所訂的底線和原則，解釋得非常清楚。

梁家傑、余若薇對此置若罔聞，反指是中央「篩
選」，仍然想「博大霧」出閘，暴露攪局奪權之
心。反對派就是想扮演「寶藥黨」，繼續離開基本
法的規定討論普選，企圖魚目混珠，把違反基本法
的「公民提名」，當成正貨來推銷，欺騙對基本法
認識不清、國家觀念不強的人上當。
對抗中央的人決不可能出閘，在事關國家安全

的問題上，中央不會讓步！七百萬港人明白「一
國兩制」的要義，有了「一國」，才有「兩
制」，更加明白選舉行政長官要和國家的大局聯
繫起來，理直氣壯站出來向對抗中央的人說不，
這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想當行政長官，只能是南柯
一夢。

否認反共 欲蓋彌彰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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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提出香港面臨歷史抉擇令人警醒和深思：歷
史抉擇並非歷史的必然，而是看是否抓住機遇勇敢抉
擇。機遇是一種稀缺品，但更為稀缺的是發現機遇的
眼光與把握機遇的能力。

今天的香港也身處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1978年的中國，就站在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國

走出文革十年動亂，百廢待興，經濟瀕臨崩潰，百姓
生活艱難，世界快速變化。面對此情此景，改革開放
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如果現在再不實
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
送。」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決定，
把全國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改革開放的壯麗畫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開，給中國人
民帶來空前的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地趕上時代前
進的潮流。正如董建華指出：「今天，國家正走在高
速發展的道路上，今天的中國，比昨天的中國進步了
很多；明天的中國，我深信會令所有中國人——包括

香港人——感到更加振奮和驕傲。」
今天的香港也身處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正如董建華

指出：「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這並非歷
史的必然，而是時代給予我們的一大機遇和一大選
擇。」的確，中英聯合聲明中根本沒有提及「普選」
概念，香港普選是中央提出，通過基本法授予港人。
在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時刻，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
的「8‧31」決定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
心要素作出了明確規定，為特首普選確定原則和指明
方向，只要香港的普選進程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辦事，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
行政長官這個歷史性的創舉，就成為可能。

政改何去何從就看「泛民」議員如何抉擇
香港應抓住大機遇，做出大抉擇。歷史機遇並非歷

史的必然，往往稍縱即逝。檢視歷史的興衰成敗，其
中有一點不應忽視，即：歷史的發展總是在一些關鍵
節點上，或以重大轉折而實現跨越式加速發展，或因

錯失良機而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或許在有些人看來，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似乎可以有多種選擇，其實在機
遇問題上，只有唯一的選擇——要麼緊緊抓住它，要
麼與其失之交臂。事實上，政改方案通過與否是兩個
截然不同的前景：方案若被否決，全港皆輸；通過方
案，全港皆贏。

日前，董建華指出，不少「泛民」中人良心上及理
智上明白通過政改符合本港利益、民情及選民意願，
卻因擔心被標籤「轉軚」，成為「民主叛徒」，故跟
隨「泛民」大隊否決方案。他呼籲「泛民」拿出政治
家胸襟、思想家承擔、獨立思考勇氣，拒絕綑綁，才
能無愧於自己、選民及香港。政改何去何從，就看扮
演「關鍵少數」的「泛民」議員如何選擇：是從香港
整體利益出發，為民主放行，還是一意孤行阻礙民主
前行，成為扼殺普選的歷史罪人。

「泛民」議員應「審勢」拒絕綑綁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刻於成

都武侯祠楹聯中的「審勢」二字，某種意義上，講的
正是把握歷史機遇對於成敗得失的至關重要作用。在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尤其需要有理性的「泛民」議員
「審勢」，拒絕綑綁，憑政治良心投票，讓香港五百
萬選民普選特首的期望得以實現，這不單標誌着香港
民主的大跨越，亦同時標誌着經過長時間的內耗和折
騰，香港廣大市民終於找到長遠的方向和出路。香港
人渴望大家求同存異，攜手前進。通過政改，可以讓
港人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奇蹟，創造社會發展的大時
代、經濟發展的大時代、民生改善的大時代。

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令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變
得遙遙無期，香港繼續糾纏在
沒完沒了的政改爭拗中，進而
令香港目前已非常嚴重的內耗
加劇，令到香港急需處理的問題，包括經濟、房屋土
地、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繼續停滯不前，只會進入
一個全港皆輸的局面。

近年來，包括世界經濟論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競爭力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
等發表的競爭力報告，都指出中國內地省市在競爭力方面
持續趕超香港，社會內耗將使香港的競爭力進一步落後於
內地。正如董建華警示，內地和亞洲的大城市都在集中精
力發展，它們取得的成績甚至有超越香港之勢，居安思
危，難道我們還能將這個落後於人的警號視而不見嗎？

民主路永無終點永無完美
英國1215年制訂《大憲章》，700年後才有普選，美

國1789年有《憲法》， 黑人婦女上世紀才有權投票，
反映民主永無終點，亦無完美民主。現在，只要政改
方案在立法會通過，在2017 年就可落實「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即在回歸後的20年就可達至普選，這
較世界許多地方的普選都要來得快。

正如董建華指出，特區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提供
給香港人的，並非是政改的終局，而是一個邁向「一
人一票」選舉的起點，這個起點合憲合法、符合國情
港情，為香港未來進一步發展政制，提供了堅實穩固
的基礎。

抓住大機遇 做出大抉擇 實現令人振奮的跨越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昨日再於公開場合回應政改問題。他憶述起剛去世的好

友、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指出因為魯平離世，令他想起起草基本法期間魯平積極參與，最終

基本法寫下第45條，令香港可以選舉特首。董建華強調，好希望通過政改方案，不要錯失

機會。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時代給予我們的一大機遇和一大選擇，我們必須

做出歷史的抉擇：普選方案若被否決，導致全港皆輸；通過政改，可以讓港人重新團結，重

新飛躍，重拾希望，一同為香港創造新的奇蹟。董建華提出香港面臨歷史抉擇令人警醒和深

思，香港應抓住大機遇，做出大抉擇，實現令人振奮的跨越。

城大學生會挨批
「公器私用」煽「保聯」

城大學生會「退聯公投」由上周二
開始，至今晚8時結束。「退聯

派」連續多日與以學生會為首的「保
聯派」互相指責，日前就爆出學生會
早前以「小組討論」形式，召見大量
屬會和學科聯會幹事，向他們「解
釋」學聯架構、「留聯」的好處，並
呼籲各屬會幹事積極動員，「務求該
等組織能夠在『退聯公投』動員團體
票反『退聯』。」

引「外力」干內政 疑違規
「退聯派」形容，「保聯派」啟動

了「終極動員令」及網上拉票等，令
投票率前晚升至15.82%。本身來自中

大的「外援」、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
暉昨日亦被發現現身城大為「保聯」
拉票，做法被指違規。

學生會死撐屬正常工作
「退聯派」批評，學生會利用「公

權力」召見屬會及學科聯會，宣傳
「反退聯」及動員投票，「完全是公
器私用。」他們並批評學聯干預院校
自主，對學生會提供機會予學聯「干
涉城大」感到憤怒。城大學生會退聯
關注組多番指出目前「退聯」形勢顯
得相當嚴峻，呼籲同學去投票「掙脫
牢籠」，不要「選擇沉默、縱容罪
惡」。

就「退聯派」的質疑與批評，城大
學生會辯稱，該會定期與屬會和學會
溝通，屬正常工作，深信這有助緊貼
各組織的工作，「以便互相幫忙及協
調。」
不過，學生會承認，在日前的會面

中，幹事會代表曾就近日的「退聯公
投」向各屬會「表達立場」、提供相
關資訊及回應質詢，「本會認為有必
要向各屬會學會解釋本會立場，解答
疑問。至於屬會學會及基本會員如何

投票，本會相信同學基於事實而作出
的判斷，本會責任在於向屬會學會提
供事實及相關資訊，供同學自行分
析。」
就學生會的解釋，不少人都表示質

疑。「Ming Cao」就於城大學生會
facebook上的相關公告留言指「如是
定期溝通，請列出之前幾次的溝通時
間，以及什麼時候決定今次溝通時間
的文件」。有不少人則指學生會有關
聲明等同承認「確有其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聯

公投」今日進行最後一日投票，「退聯派」與以學生會為首的

「保聯派」紛爭依然不斷。有見院校接二連三「公投退聯」成

功，城大學生會日前「公器私用」，在例行會見各屬會和學科

聯會幹事時要求他們動員投票「保聯」。其他「保聯派」也開

始「終極動員」，既在網上拉票，更出動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

暉到城大違規宣傳。「退聯派」批評，學生會動用公權力作

「保聯」宣傳，並對學生會提供機會予學聯「干涉城大內政」

感到憤怒。

■岑敖暉（綠衣者）昨日被發現現身城大，作違規的「外援」宣傳。 網上圖片

林鄭訪愛寄語學童：把握港機遇

■政務司司長與愛爾蘭財政部部長會面。
■政務司司長與愛爾蘭就業、企業及創新部部
長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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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新指引：
競選蒐私隱要講明

香港文匯報訊 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公布今年11月的區議會
選舉制定活動建議指引，並展開為期1個月的公眾諮詢，其中訂
明如果選民明知或罔顧後果，提供虛假或誤導資料，無論他有
無投票，即屬違法；候選人提及支持者名稱時，事先必須要得
到其書面同意。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會將於今年11月舉行，選管會主席馮驊

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新指引訂明倘選民明知或罔顧後果，提
供虛假或誤導資料，無論他有無投票也屬違法。
指引也列明，選舉登記主任若懷疑選民在登記冊的地址並

非最新資料，會調查地址是否已不再是選民的主要住址，倘
未獲滿意答覆，選民的名字及已登記的資料，可能在下一份
選民登記冊中刪除，但在下一份登記冊發表前舉行的選舉，
選民仍可投票。
因應上屆區選有候選人未得到支持者書面授權，就在廣告

刊登支持者的名字，被法庭裁定選舉無效，新指引訂明候選
人一定要取得的支持同意書，提及支持者的組織或職銜時，
必須確保支持者事前已獲相關組織書面批准。
新指引又提醒候選人倘希望透過其他途徑收集個人資料作競選

用途，須在收集資料時交代清楚，例如有人為長者登記生果金或長
者卡去收集個人資料，但最後用作選舉用途，就會違反私隱原則。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陳 庭
佳）「佔中
十死士」之
一、自稱對
沖基金經理
的錢志健日
前撰文，稱
自己與一名
操北京腔的「（中共）黨員之交」交談時，「90%
用英語對答」，並借題發揮指香港特首普選方案若
「袋住先」，「普通人的權利會被掠奪得更徹
底。」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繼日前在報章網
上論壇撰文批評錢，昨日再撰文直斥錢不懂普通
話，卻要在兩地問題上扮專家，呼籲錢加強語文能
力，並「找數」為「佔領」行動自首。
馮煒光昨日在報章撰文，批評錢志健以「依家妖孽

當道」回應自己早前的文章，無法回應別人論點便人
身攻擊，並指這是一些所謂「民主派」中人的通病。
他指出，當香港財經界人士一般都對普通話聽和

講應付自如時，錢志健卻聽不懂北京腔的普通話，
更偏偏要在中央政府和香港、香港和內地等重大問
題上扮專家，以至率先做「佔中死士」，可謂「異
數中的異數」。
他直言，錢在「佔中三丑」自首時說自己「未是

時候自首」，「這是否又是另一種閃避呢？這樣的
『死士』又是否有點兒戲？」

促先「找數」為「佔中」自首
馮煒光表示，中國現時處於近現代史最強盛的時

候，港人為何不抓緊歷史機遇，為國家多作貢獻？
「這總較坐在中環，連北京腔普通話也聽不懂時，
卻胡亂去猜想中國內地對香港政策，強一萬倍。」
他呼籲錢志健如想做金融界的「佔中先鋒」，就

需要兼聽，加強溝通能力，在語文上還需努力，而
且還需要「找數」──跟從「佔中三丑」自首。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繼續歐洲訪問行
程，昨日與愛爾蘭財政部部長Michael Noonan會面，談及
香港人口結構的嚴峻情況和對公共財政可能構成的影響、
人民幣相關業務強勁發展的商機，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及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她並與愛爾蘭藝術、文化遺
產及愛爾蘭語區事務部部長Heather Humphreys會面，簽
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
林鄭月娥在結束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後，昨日（都柏林
時間5月5日）展開在愛爾蘭都柏林的訪問行程。她與愛爾
蘭高層官員會面，參觀資訊及通訊科技設施，在都柏林聖
三一學院向學生發表講話，重點介紹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的優勢、香港當下的挑戰和未來的機遇。她鼓勵學生多
了解香港，把握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市場門戶的機遇。
林鄭月娥又拜會中國駐愛爾蘭大使徐建國，並為香港駐布
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都柏林總商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合
辦的晚宴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今日（都柏林時間5月6日），
她會轉赴意大利羅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