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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同學直斥反對派議員辜負了主流民意。
資料圖片

■普選特首無望，潘同學認為政府應重視民生、經濟令社會快
點重回正軌。 資料圖片

■林同學對普選方案被否決深感失望。 資料圖片

■政改被否決，陳同學坦言不是沒有心理準備，但對此仍然感
到失望，並認為普選已變得遙不可及。 資料圖片

2828「「殺手殺手」」掐死普選掐死普選

抗癌船長在學青年夢碎 定要反對派議員「票債票償」

心血盡付東流 抗癌船長籲着力振民生

曾
參﹁
佔﹂
今
覺
悟

陳
同
學
：
普
選
變
遙
不
可
及

對
決
議
案
被
否
決
感
無
奈

潘
同
學
冀
反
對
派「
唔
好
搞
到
我
」

2020
年
立
會
普
選
勢﹁泡
湯﹂

林
同
學
盼
勿
再
內
耗

呂
同
學
責﹁
辜
負
主
流
民
意﹂

本身是中五生的陳同學，自認愛國
愛港，卻又欣賞社民連和「人民力

量」；曾參與過幾天「佔領」行動，反思後發現此
舉無助普選落實，最終選擇退出；之後一度寄望立
法會可以通過政改，成年後享有投票權選特首。不
過，有關的決議案最終被否決，希望還是落空了，
陳同學坦言不是沒有心理準備，但對此仍然感到失
望，也感到普選已變得遙不可及，「我認為，反對
派既然否決了政改方案，而又說會爭取普選，那他
們就必須要『做返啲嘢』……至於他們最終會否面
對『票債票償』呢？我想機會一半半吧。」

對未來能否實現普選感悲觀
陳同學表示，政改被否決後，自己也看了很多文

章，認為大家應努力面前，思考未來的民主路向。
不過，他坦言，對於未來是否能實現普選，自己的
看法傾向悲觀，「主要是現在局面太僵。」會否相
信反對派會為大家「爭取普選」呢？陳同學亦無奈
表示︰「信住先。」
年輕人的特色之一，是對未來充滿盼望，陳同學

轉念又表示︰「即使議員不能為我們爭取，可能將
來我做議員也可以爭取呢！」他表示，自己對從政
有一定興趣，亦計劃升讀大學後，可以到議員辦事
處實習汲取經驗。
被問及加入哪個政黨，陳同學則「未諗定」，但

他已有自己的政改建議，就是「半袋住先」，「其
實我覺得今次政改，大家都沒有作很認真詳細的討
論，其實大家可再花點時間去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
成，例如增加民選成分，這樣提名委員會亦可變得
更有代表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失望透頂 盼勿內秏 遙遙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不少香港市民為是
次政改勞心勞力，奈何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最後被
否決。曾在報章刊登廣告、又製作短片的退休國際船
長潘勝，對自己一番心機付諸東流感到失望，並認為
香港往後應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小市民謀福
祉。
在立法會審議決議案前夕，曾經患上末期肝癌的潘
勝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問到「我能等到普選的一天
嗎」，呼籲立法通過決議案、圓其心願，又製作短片
講述其治癌經過，希望感動堅持否決決議案的反對派

議員。不過，無論他如何努力，也改變不了反對派議
員阻礙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結果。

「做就做咗，咁都無辦法」
潘勝昨日在接本報受訪問時嘆道「做就做咗，咁都
無辦法」，並認為香港未來不應再推動政改、糾纏於
政治爭拗，而應注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他又同意特首梁振英於政改後注重民生，將涉及民
生的撥款申請調前，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優先討論，
強調應先讓小市民受惠。

「離席都係抗議反對派做法」
對於大部分建制派議員於表決決議案時離席，他認
為這是無可奈何的做法，始終反對派議員到表決一刻
仍堅持「綑綁否決」，「（建制派議員）仲同你玩
咩？離席都可以係抗議反對派做法。」
69歲的潘勝於廣告中提到，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普
選特首。如今普選無期，他坦言自己不會看到這一
天，但對自己的行動曾凝聚支持政改的民意感到欣
慰，也對自己的故事能記載於歷史感到榮幸。

香港不少大學生對2017年特首普選抱有熱切的
期望，可惜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無視社會大眾

的意見，否決了特首普選決議案。香港大學的林同學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坦言對此很失望，因這意味着2020年立法會普選也將
無從談起，隨時「泡湯」，對此感無奈。展望將來，他期望社
會不再內耗，大家應為改善經濟民生等發展而努力，提升本港
競爭力。
今年22歲的港大電腦科學系三年級生林同學早前接受本報專

訪，分享了他的「普選夢」。在今次香港立法會否決特首普選
決議案當天，林同學身處福建，至當天晚上看過網絡新聞才得
知方案被否決，令他的希望落空。
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他對此深感失望。特首普選決議

案被否決，2020年立法會普選就無從談起，「本來就是按部就
班，一步步推行，現在連這個step（普選特首）都做不到，以
後我們如何期望在2020年擴大立法會民主成分，要立法會普選
呢？日後普選何去何從呢？」
林同學表示，決議案出現建制派僅8票支持，其餘33名建制
派議員離場沒有投票，「可能是擺烏龍，未有充分做好協調，
但這令支持票和反對票出現大差距，好失望。」

批政爭耗費太多時間資源
就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向，林同學坦言，近年有關政制發展問題

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耗費了特區政府太多時間精力和社會資
源，損害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導致香港與鄰近地區如新加坡的
差距越來越大，「現在社會太『畸形』了，金融、地產的發展很
好，但其他發展如創新創業其實也需要社會多加關注」，他期望
政府在未來致力提升本港的競爭力，創造更好的未來。
他又認為，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特區政府與反對派議

員需要修補關係，建立更充足的溝通平台，致力改善民生經濟
等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今年24歲的大專生呂
同學早前接受本報專訪

時說，他希望2017年可以親身走到票
箱前投票選特首，而不是個旁觀者，在
電視機前看特首選舉，可惜事與願違。
現實是，兩年後他只能再次要看着電視
熒幕播放特首選舉。他直斥反對派議員
「辜負了主流民意，出賣了香港人」，
並相信選民會向這些人「票債票償」。
在立法會表決2017特首普選決議案

之日，呂同學正身處北京。當他從當地
報道得知這個沉重的消息後，頓時百感
交集，「感到沮喪、無奈、遺憾及難
過」，「香港就這樣白白流失了投票選
特首的機會，香港的政制發展仍然原地
踏步，我不知道政制日後要如何邁步向
前……」
呂同學早前曾以先有粥吃再添美味

配料為比喻談普選特首，現在普選落
空，他批評「議員連粥都唔想煮，香港
人連粥都無得食喇」。他批評，反對派
議員「辜負了主流民意」。大部分選民
認為選特首的一票即將到手，卻被28
名投反對票的議員橫加剝奪，「每一張
選票對我們來說都是神聖的，為什麼他
們不尊重主流民意呢？」他表示，渴望
政改通過的選民將會在區議會及立法會
選舉要他們「票債票償」。
特首普選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重大

的意義，呂同學指雖然難以預計香港何
時才可普選特首，但他仍然期望下屆特區政府可
以重啟政改，讓民主進程有向前邁進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變旁觀者

說起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
否決，年紀輕輕的潘同學還是像

之前一樣有點老成，「都冇乜好講，要表達的，
之前都表達了。」對於普選變得更遙遠，潘同學
無奈接受，坦言︰「反正我也是政治冷感的，他
們（反對派）『唔好搞到我』就算。」
對於大部分建制派離場無投票，潘同學坦言
「不會憤怒」，「反正即使他們投票了，結果
也一樣，這只是溝通問題。」他放鬆心情地表
示︰「其實以這樣『特別的比數』否決了政改
方案，也不一定是壞事，起碼場外的人不會衝
擊立法會，之前說要擲氣油彈等等的，結果卻
是這樣的情況，反對者也不會太『激』。」

若氣氛不改「五步曲」重啟無用
是否要重啟「政改五步曲」呢？潘同學則直
言︰「重啟也不是這一屆吧？至於要何時重
啟，我想要由政府判斷當時的社會氣氛，如果
還是和現在一樣，重啟也沒用。」潘同學認
同，特區政府現在重視民生、經濟的方向，希
望社會可快點重回正軌。
是否有信心將來可以投下自己的一票去選特
首呢？潘同學靜了好幾秒才吐出「可以嘅」三
字，「這要看很多因素，如果是以現在的框架
去通過政改方案，我想還是可以有普選的，但
如果大家完全要由香港人『話事』，不讓中央
過問的話，我想也是很難。將來是否可以投票
呢，我答唔到，只可以說，我望有生之年可以
投票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

案終於在上周四表決，立法會 28 名議

員，包括反對派27名議員及醫學界議員

梁家騮，無視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一意

孤行投下反對票，令決議案未能獲得整

體議員三分二支持而被否決，令香港的

民主發展進程止步不前。

香港文匯報在議案表決前，訪問了曾

經患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普選落

實的退休國際船長潘勝，和幾位本來有

機會親手投下一票選特首、對普選充滿

着期待的在學年輕人，一起訴說他們的

「普選夢」。可惜，他們的夢已狠狠地

被該28個「殺手」所扼殺。

他們之中，有人感到憤怒，怒斥否決

特首普選決議案的議員「辜負了主流民

意」，一定要「票債票償」，更多的是

感到失望、失落；有人惟有寄望政改可

以由下屆特區政府重啟，重新打通民主

之路；有人慨嘆社會內耗太多，認同特

區政府未來應專注於民生、經濟，就算

普選不成，最少讓社會有穩定的基礎，

並集中精力為小市民謀福祉。

被問到有無信心在有生之年可以投票

選特首？他們顯然已有點悲觀，沉默幾

秒答「可以嘅……」但也有人仍充滿期

望，「即使議員不能為我們爭取，可能

將來我做議員也可以爭取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周子優

長者失望長者失望後生怒後生怒

■■大批市民支持政改大批市民支持政改，，可惜失望而回可惜失望而回。。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抗癌勇士潘抗癌勇士潘
勝勝。。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編者按：本報尊重受訪同學意願，對相片做打格處
理，以免遭持反對意見者滋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