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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少族站出來 做義工挺政改
土生土長對香江有感情 助廣東社總屬會街頭蒐簽名

「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發起一連9天的
支持政改大簽名行動昨日結束，簽名總數
要今天才公布，但截至第 8 日已有 96 萬個
簽名，聯盟發言人周融估計最終會有超過
100 萬人簽名。比起造假篤數的「鍾氏民
調」來，支持政改大簽名行動不僅展示了
氣勢磅礴的強大民意，而且顯示的是最準
確最真實的民意。在支持政改的真正主流
民意面前，反對派應調整反對政改的錯誤
立場，順應主流民意，支持政改方案通
過。

期盼2017年實現500 萬合資格選民「一人
一票」選舉行政長官，是本港社會的主流民
意和最大共識。在政改方案公布後，多個民
調都顯示，支持通過以基本法和人大「8．
31」決定為基礎的政改方案的比率，超過半
數以至六成以上。支持政改簽名總數逾百
萬，進一步反映出廣大市民希望香港依法落
實普選，傳達出社會各界希望香港和平穩定
發展的心聲。

今次支持政改簽名行動總共只有9天，支
持政改方案通過的主流民意還遠遠未得到充
分表達，特別是向來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的中

產階層，還有待他們發出撐政改的聲音。香
港中產階級素以務實、理性、辛勤打拚的精
神聞名，香港需要這樣的精神來結束無休止
的爭拗內耗，通過政改方案，集中精力改善
民生發展經濟。這次政改對香港和香港中產
階層而言，都是不可錯失的好機會。香港中
產階級應踴躍發聲，以形成更大的民意，迫
使反對派議員順應包括中產在內的主流民
意，給普選放行。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不僅是最好的方
案，也是最後的方案，沒有修改的空間，任
何人都須放棄中央在最後關頭會作出讓步的
幻想。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討論是否修改
或延遲表決政改方案，而是立法會必須順應
民意通過政改方案。反對派以刻意誤導、催
谷預期、倒逼中央等行徑企圖迫使中央讓
步，是絕對行不通的。反對派議員漠視民
意，企圖以少數騎劫多數，是公然與民意為
敵，只會受到選民譴責和唾棄。通過政改方
案對港人有利，對反對派無害，掌握關鍵少
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不可拿港人的福祉賭一
鋪，而應給普選放行。

（相關新聞刊A2、A3、A4、A5版）

大簽名展示磅礡民意 反對派不可置若罔聞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透過網誌透露，受立法

會拉布影響，已暫緩向醫管局等機構發放下月的
資助金，相關機構要動用本身儲備應付開支。反
對派議員近年屢屢在預算案審議拉布，年復一年
製造「財政懸崖」危機，勞民傷財，影響政府運
作，拖延扶貧助弱措施落實，搞得天怒人怨。這
些拿大眾福祉當作政治鬥爭籌碼的拉布議員，
「有破壞，無建設」，根本就是損害香港利益、
令市民捱苦的魔鬼，市民一定要在未來的選舉中
用選票為香港「驅魔」。

去年和前年，個別激進反對派議員在預算案
審議上大打「拉布戰」，均導致「財政懸崖」
危機，當局被迫暫停醫管局、教資會、立法會
三機構的撥款，受影響機構要動用儲備應付自
身的日常開支，打亂政府的正常運作，更帶來
巨大經濟損失。2013年醫管局為提早贖回部分
定期存款以應付醫院日常運作，結果少收約
1,000萬元的利息收入。2014年醫管局再為應付
拉布，損失過百萬的利息收益。立法會秘書處
及議員每日平均總薪酬津貼為 255 萬元，每
「拉布」一日，損失的公帑相當於32萬多罐罐
頭。這些真金白銀的公帑，本來可用於市民身
上，卻因拉布而白白損耗。今年，激進反對派

重施故伎，預算案拉布曠日持久，不知又要浪
費多少公帑。

預算案中包含的多項扶貧助弱措施，亦因拉布
而延後實現，基層市民無奈成為「拉布」的受害
者。根據今年的預算案，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
貼、傷殘津貼、生果金人士可出「三糧」，這些
惠民措施需要預算案盡快通過後，才可落實。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苦口婆心地呼籲議員以大
局為重，以貧苦大眾的利益為依歸，盡早通過預
算案。但是，這些一向把關心弱勢、為民請命擺
在口邊的激進派議員，在預算案上拉布拉得不亦
樂乎，為狙擊政府，不惜犧牲基層市民的利益，
完全不把基層市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撓民生經濟政策，但從來不
用負任何責任，從未受到任何處罰，議員酬金分
文不差、準時袋袋平安，要捱的只是政府官員和
普羅大眾。拉布議員「有破壞，無建設」，浪費
公帑，白拿議員酬金，是吸納稅人血汗的吸血
鬼，卻還大言不慚地狡辯甚麼「破壞是應份的，
破壞是監察政府的職責」。對於這樣厚顏無恥、
亂港害民的惡魔，市民一定要在未來的選舉用選
票「踢走」，不要再讓他們破壞香港的安寧祥
和。

拉布害港 民怨沸騰

葉太籲溫和派忍「短痛」挺方案

非華裔港人簽名：
因事關切身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最快下月中旬
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激進分子揚言屆時包圍立
法會狙擊支持的議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昨日表示，香港是文明理性的社會，激進路線無出
路，否決方案的議員都會被大部分溫和理性的市民，在
選舉上追究否決方案的責任，最終亦是輸家。她呼籲，
反對派的溫和派應以香港長遠利益為重，忍受激進分子
狙擊的「短痛」，為港人換來越走越闊的民主大路。
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任何制度和法
律都不可能一成不變，更不存在所謂「袋一世」的說
法。特首如要面對500萬選民，必定更能回應民意，落
實普選後會是民主大演進，對香港政治生態產生重大改
變。
她說，現時英美都支持香港落實普選，因為他們有民

主經驗，知道有了普選，民主形勢便不能逆轉，社會只
會越來越開放，「無人能說未來普選的特首，不會以傾
向反對派的立場去看社會問題。」
有激進分子聲言在表決普選方案當日包圍立法會，葉
劉淑儀認為，方案一旦低票通過，無可避免會有騷亂發
生，並以2010年政改方案為例，當年通過時，立法會
外同樣有為數不少的年輕人叫囂。但她強調，總有些激
進分子認為和政府妥協就是不對，身為成年人，應知道
任何政治只有講妥協，社會才能向前走，溫和派支持方
案「短痛是會有，但換來是民主大路越走越闊」。

否決方案 反對派長遠必輸
她直言，激進無出路，激進分子只會被邊緣化，作

為文明理性的社會，方案被否決後，公眾始終會思考

「梗係有普選好啦！開始咗就會越走越闊，最衰係果
班人否決咗」，特別是不少中產階層的反對派支持者
希望方案通過，如普選不落實令社會矛盾更尖銳，不
排除這些人不投票予反對派，反對派長遠而言都是輸
家。
就反對派稱不滿提委會制度，葉劉淑儀指出，提委在
現時方案中可對參選人投2票至「N」票，提名資源比
選委會制度更多，弱勢參選人「出閘」機會便相應大
增。如果以為提委會的商界人普遍有利建制派，反對派
便應反思商界何以更傾向支持建制派。
她說，商界會考慮未來當選的特首和中央溝通的能

力、能否取得中央的信任，又會思考候選人能否與商界
和立法會溝通，不會動輒指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你
做得到，人哋咪畀票你。如果好偏激只識鬧，人哋點畀

票你呢？」

延後審議 會令更多民生擱置
有意見建議立法會延後審議普選方案，葉劉淑儀直指
無意義亦無好處。她謂，特區政府已全副精力處理政改
議題，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社會議題都無法處理，如
再拖延只會令更多民生事項被擱置。她認為寧可速戰速
決，通過就通過，否則應讓社會回復應做的事情。
她又提到，自己近期曾與民主黨接觸，得悉對方仍期
望中央立場在表決前最後兩日會「大轉彎」，目前在談
判策略上不會鬆動。但她認為，中央不會有原則上讓
步，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可能撤回和改
變，目前最好仍是坐下來溝通，探討有何鬆動空間。
被問及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日前有關提委會

公司票轉個人票的建議，葉劉淑儀在節目後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距離表決方案剩約一個月，現階段無足夠時
間諮詢業界。如方案獲得通過，可在本地立法階段諮詢
各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
長鄭耀棠昨日表示，他批評反對派背叛民
主，並質疑他們是在害怕普選產生的特首
會有「民意光環」，反對派擔心屆時會失
去「光環」，才會反對特首普選。他又批
評，目前反對派可能也不知自己要甚麼，
就算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有甚麼改動，也
不會知道反對派是否「收貨」。
鄭耀棠昨日到中環「保普選 反暴力」大
聯盟的街站簽名後批評，反對派背叛民
主：「我有一點懷疑的，就是反對派由始
至終都不希望普選行政長官，因為只要特
首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便會成為真正的
民意代表，『民意光環』就會落在特首頭
上，而反對派就會失去『光環』。由於擔
心失去『光環』，因此他們極力反對，無
論如何都要反對普選特首。」
香港有人近日再提出如「白票守尾
門」，或提委會公司票轉個人票等方案，
鄭耀棠坦言，反對派連自己要甚麼也不清
楚。「給了他，他是否就收貨呢？不知
道。所以本身這個行政長官普選問題，討
論了十多二十個月。如果他們是真心能夠
給意見，他們就不會在第二輪諮詢中杯葛
諮詢。」
被問及延遲立法會表決日期的建議，他

反問要延遲多久，又擔心若延遲下去最終
令2017年普選特首無法落實，是香港最大
的悲哀。
鄭耀棠又說，他贊成中央跟反對派有更

多溝通，但溝通時不要期望會有什麼很大的「轉化」
出現，只是一種禮節上的溝通，至少不會出現緊張關
係。他更狠批反對派：「不跟你見面，他們又說中央
官員擺姿態，不願與人接觸；到中央官員願意跟反對
派接觸，他們卻馬上召開『綑綁記者會』。這樣的情
況，要人家如何跟你談？」

■鄭耀棠到「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街站
呼籲市民簽名。 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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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屬會、香港社區網絡昨日在荃
灣港鐵站外擺設街站。擔當街站義工的，包括

來自尼泊爾的GURUNG姊妹。她們分別為17歲、
18歲，現時為中五及中六學生。

尼籍姊妹：深厚感情關心港事
她們向本報記者表示，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對
香港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十分關心香港的時事。落
實「一人一票」特首普選，是香港推行民主重要的
基礎。在民主的地方，市民就要有權投票，這樣才
可以表達自己的訴求。香港賦予市民很多權利，現
在只欠特首投票權，故她們要站出來，為爭取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做點事。

巴裔少年：挺方案 不怕欺凌
巴勒斯坦少年BISHAL(17歲)、MOHAMME（15
歲，中三）、HUSSAIN（22歲，專業教育學院）
都不約而同地指，他們非常支持「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這是民主發展的一環，倘無普選他們會感到
非常失望。身為香港一分子，他們覺得有責任「出
聲」，到街站當義工，並說服市民支持方案。被問
到會否擔心因政見而遭朋輩欺凌或恥笑，
MOHAMME強調自己不會怕，因為自己是真心支
持特首普選方案。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會長何毅強到場為少數族裔
義工打氣。他表示，很多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自發
出來撐政改，並向他表達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的
願望，令他非常感動。雖然香港有部分年輕人未必
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但也有不少年輕人支
持，其中一群正是參與撐政改街站的少數族裔的青
年。他們都冀望香港有民主、法治，社會穩定，故

自發參與今次行動。

何毅強指愛港唔會搞亂自己家園
他指出，這群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都曾向他表達

對香港的期望，並希望香港「可以好好哋」，並認
為「真正愛自己家園的人係唔會搞亂自己地方」，
更希望自己有選特首的權利，故支持按照香港基本
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實2017年特
首普選，讓香港民主向前一步。
何毅強強調，無論任何國籍的人，都希望自己生
活的地方繁榮安定，在這個地方安居樂業，惟反對
派時常在議會中搗亂，「為反而反」，近期更有激
進分子在街上滋擾內地遊客，令人感到香港非常
亂。他呼籲香港反對派議員「坐低慢慢傾」，不要
「為反而反」，搞到香港社會人人都辛苦。

余錦坤：反對派不代表所有港人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會長余錦坤也指，在香港土

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都非常關心香港的政制發展，和
港人有同一樣的感受。有很多少數族裔義工向他反
映，希望有普選特首的機會，並對反對派在議會中
的行為感到不安。他指出，反對派不應經常自稱代
表所有香港人，事實上，香港有不少人非常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范國輝：少數族裔是港一分子
香港社區網絡服務總監范國輝指出，這群少數族裔

義工義不容辭地參與今次街站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
有普選特首機會。這群年輕人「可能時常被人遺忘，
但其實他們是香港的一分子」，是次活動讓他們直接
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屬會、香港社區網

絡昨日繼續響應「保普選 反暴力」

大聯盟的「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

選民」簽名行動，不少尼泊爾、巴

勒斯坦籍青少年自願到場爭取市民

對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的支持。多位當義工的少數族裔

青少年均表示，他們在香港土生土

長，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在香港

政制發展關鍵時刻，他們決定站出

來，為爭取特首普選方案通過做點

事。

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不少合資格選民均為非華裔人
士。反對派昨日到愉景灣向非華裔市民甚至旅客宣傳反特
首普選方案。同日，在中環街站，不少非華裔港人簽名支
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他們表示，特首普選落實將對他
們的生活帶來更切身的影響，故決定簽名支持。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的簽名街站遍地開花。在中
環最核心位置，大聯盟設立了3個街站，包括在環球大
廈、畢打行及華人行外。在環球大廈外這個不少非華裔人
士經過的地方，因天雨下，不少人都在大廈外停留，間接
令街站義工有更多時間向他們講解通過方案的重要性。

記者在觀察，儘管有人表示自己只是旅客故不適合簽
名，有不少非華裔人士在了解過後都願意簽名。其中一
名不願意拍照的瑞典裔港人表示，自己是香港的選民，
但從未投過票。不過，倘有機會選特首，他一定會投
票，因為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不同，將對他的生活帶來切
身的影響。

反對派則在愉景灣向非華裔人士派發反政改單張。就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出，可以討論組成提名委員
會的4大界別中的投票人，是否由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的問
題。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聲稱，這種「小修小
補」的改動沒有意思，又稱倘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不可撼動，即使延後表決方
案，市民的選票只會「被利用」來將選舉
「合理化」。 ■記者 鄭治祖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屬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屬會、、香港社區網絡昨日設街站香港社區網絡昨日設街站，，不少尼泊爾不少尼泊爾、、巴勒斯坦籍青少年到場爭取市民對巴勒斯坦籍青少年到場爭取市民對20172017
年落實年落實「「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支持普選特首的支持。。 鄭治祖鄭治祖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