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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被否決，反對派要求重啟
政改，爭取「真普選」。梁家傑更表
示，重啟政改是修補社會裂痕的最好
手段。政改法案被否決，反對派面對
沉重的民意壓力，隨即出招「救
亡」，迫不及待高調揚言爭取重啟
「政改五步曲」，企圖誤導市民在可

見的將來仍有機會重啟政改，所以反對派這次否決普
選「問題不大」，可以推卸責任。而且，反對派借
「重啟政改」延續政爭，混水摸魚，修補社會裂痕更

是騙人的鬼話。反對派是否決普選的罪人，建制派現
在最重要是槍口對外，向反對派追究到底，不要讓他
們逃脫扼殺普選的責任和社會輿論的譴責。
反對派否決普選法案肯定心虛，但只因為怯於激進

派的狙擊才要綑綁否決。否則，一眾反對派議員不需
要在投票時，把按鈕動作拍下放上facebook，目的正
是向激進派支持者「報告」：「我已經投了否決票，
請放我一馬。」其行為可笑、可恥復可悲。事後，他
們又急急推卸責任，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重啟「政改
五步曲」。全港市民都知道這是假議題，都知道蘇州

過後無船搭，但反對派仍要自欺欺人。
反對派及其喉舌又不斷放出各種謠言暗箭，這是別

有用心的輿論引導，圍魏救趙，令建制派難以集中力
量追究反對派責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
建制派及愛國愛港群眾應該向前望，全力追究反對派
議員否決普選的「罪行」。
面對後政改形勢，面對即將來臨的兩場選舉，建制

派沒有「不團結」的本錢。政改一役，說明反對派已
經被綁上激進對抗的戰車上，未來的政治鬥爭將會更
尖銳，反對派亦會繼續炒作政治議題，作為區議會選

舉的主題。面對嚴峻的政治和選舉形勢，建制派更要
團結一致，重新凝聚愛國愛港群眾士氣，與反對派周
旋，不能讓反對派有機可乘。
現在距離11月區議會選舉尚有幾個月時間，各政黨

的選舉工程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若論地區工作，建
制派自然有信心，現在關鍵是如何把反對派否決普選
的惡行轉化為自身選票，讓市民知道唯有以選票懲
罰、趕走反對派議員，香港普選才有希望。這是一場
大規模的論述之戰、文宣之戰，未來這幾個月將會出
現雙方陣營論述戰的激烈交鋒。因此，建制派現在應
該好好策劃文宣，在地區上向市民解說普選被否決的
原因，指出反對派才是罪魁禍首，做好政治論述，再
加上建制派扎實的地區工作，在區選上向反對派還以
顏色，這才是建制派當前急務。

切勿相信反對派重啟政改修補撕裂的鬼話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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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重啟政改」、爭取「真普選」的言論，
簡直把全港市民當成無知小孩來愚弄。所有香港人
都知道，反對派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法案，造成香港
民主政制原地踏步。中央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長期有效，所謂「重啟政改」
完全是反對派的一廂情願。以後啟動政改，都要遵
循「8．31」決定。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指出，
本港民主路在政改被否決後難再走下去，現有政制
可能在可見的將來維持不變。香港可能沒有普選局
面，反對派早已知道，但他們還認為，否決了政改法
案，繼續胡鬧，繼續搞政治訛詐，說不定突然有一
天中央會怕了他們，「真普選」會出現，所以反對
派不顧一切後果、不惜一切代價，投了反對票。

反對派採鴕鳥政策不敢承擔後果
所謂「重新啟動政改仍有希望」，已經沒有人會相

信。「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說，相信本屆政府重
啟政改機會不大，但明年立法會選舉就是重啟政改的
關鍵。他說，如果反對派在立法會選舉可以保住三分
一議席，就可以反映市民支持反對派爭取普選的做
法。但是，反對派因為政改法案建基於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之下，堅決否決了政改法案。難道，戴耀廷
認為反對派明年會忽然打倒「昨日的我」，轉為支持
「8．31」決定之下的政改法案嗎？

美國和英國的輿論紛紛指出，香港反對派扼殺普選
相當不明智。《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指出，6月18的投
票，是反對派達到他們所爭取的普選的最後機會，

「近二十年裡，他們一直通過暗中談判和公開抗議，
請求和呼籲北京方面允許由民眾選舉產生香港領導
人。但周四，在一場戲劇性的投票中，這裡的反對派
議員否決了一項議案。該議案本可能是他們達成這一
目標的最後良機。他們這樣做，在圍繞香港未來展開
的鬥爭中，重新劃出了一條戰線，並且可能讓這座城
市的政局進入了一個更為動盪的時期。」美國有線新
聞網報道指出，「一個由中國政府提出的、本可以讓
香港居民投票選出下一屆領導人的議案，被這個城市
的立法會否決了。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努力
拉近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如今，選舉改革停滯不前
了。」英國政府對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感到失望。英
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施維爾發表聲明指出，英方一
向相信普選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法，對政改
不獲通過感到失望。

香港主流民意、國際輿論也指出，反對派要對否決
政改承擔全部責任，要認識到普選改革的步伐已因反
對派的否決而停止了。反對派越是自欺欺人，越說還
有機會重啟政改，更說明他們作賊心虛，採取鴕鳥政
策，不敢面對現實，不敢承擔後果。反對派連「佔
中」的極端手段都使用了，也不能迫使中央讓步。否
決政改，今後他們更加不得人心，更加沒有群眾追隨

他們的盲目冒進，他們只會輸得更慘。

選民必用選票狠狠教訓反對派政客
反對派已成為否決政改的最大輸家，陷入孤立被

動、選票流失的局面，今後的政治活動空間更加縮
小，大多數選民都會孤立違背民意的反對派，向他們
說不。但是反對派卻高舉阿Ｑ主義大旗，說甚麼選民
們不支持不要緊，重要的是有「『雨傘革命』一代的
支持，因此不會孤單。有反對派政客就說，年輕人是
新一場政改大戰的主將，未來的抗爭計劃要與年輕人
一起商談，要靠年輕人提供更多建議，共同力抗香港
倒退，以免核心價值被蠶食。」這不過是夜行人吹口
哨，更反映反對派心虛膽怯。

反對派失去民心、失去選票，還自我安慰，想靠
「佔中」起家的激進憤青敗部復活，這是最愚蠢的
想法。因為，「佔中」無法無天，癱瘓香港，弄得天
怒人怨，廣大市民極之反感。反對派依靠「佔中」憤
青救亡，怎能吸引到選票？只會產生為淵驅魚的後
果。這說明反對派否決政改，還死不悔改，想和廣大
市民對抗到底。這只能更加激起廣大選民在即將來臨
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運用手中的選票，狠狠地
懲罰抗拒民意、禍港殃民的反對派政客。

高天問

反對派否決政改法案，全港市民對他們與民意為敵的所作所為十分憤怒，強調一定要「票

債票償」。反對派顧左右而言他，轉談「重啟政改」，「起用年輕人參政議政」，以為可以

借此轉換話題，推卸扼殺普選的責任，這是枉費心機。反對派敢投票否決卻不敢承擔後果，

更加暴露其「有破壞無建設」的醜態，對香港毫無承擔。這樣的人又怎能長期霸佔立法會議

席，遺禍香港？選民一定會用選票來懲罰他們。

反對派扼殺普選圖卸責「重啟政改」自欺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改旗易
幟十八年》為題在網誌撰文表示，
至去年底，香港18歲以下人口共約
109萬人，他們都是在五星紅旗和紫
荊區旗下成長的，從沒經歷過在「米
字旗（英國旗）」、「龍獅旗」下
的生活，不可能有親身經歷的前後
對比。因此，他建議這些年輕人了
解英國武力侵佔香港、殖民統治的
歷史。
曾德成昨日在網誌中指出，還

有不到10天，香港回歸祖國就滿
18周年。他說，眾多慶祝活動
中，最重要的一定是金紫荊廣場
升旗禮，因為18年前中英交接香
港政權，就是以降旗升旗為標
誌。在改旗易幟下，香港歷史翻
開了新一頁、走上了新歷程。

回歸洗雪一個半世紀恥辱
他說，18年前，見證了回歸這一

天的市民一定會記得：1997年6月
30日下午，英方舉行降旗儀式時下
着滂沱大雨。英國旗徐徐降下，摺
疊好，交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手中，
代表英國對香港逾一個半世紀的殖
民管治告終。當晚午夜，交接儀式
上，英國旗再一次降下，同時升起
的是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
旗。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室內
舉行，沒有雨水，但不少中國人眼
眶含淚，覺得洗雪了一個半世紀以
來的恥辱。
曾德成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

中國領土，19世紀晚清政府積弱，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先後以武力脅
迫清政府簽署《南京條約》、《北
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侵佔了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而在
香港受英國侵佔的100多年期間，
中國內地風雲激盪，經歷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先後發生了辛亥革命、
軍閥割據、日本侵略、國共內戰等
大事。結果，到中國成功恢復對香
港行使主權時，升起的不是滿清黃
龍旗，不是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

「一國兩制」走中華振興路
他續說，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上世紀後半葉

更突飛猛進，香港命運一直與國運相連。1982
年，鄧小平對到訪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說：
「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
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
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香港回歸後亦已依照
「一國兩制」，走上中華民族振興的道路。

生於特區成立日更應識史
曾德成指，生於1997年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之日
的孩子今年將屆成年，可以領取成人身份證了。
截至去年底，香港18歲以下人口共109萬餘人，
約佔市民總數15%。他們是在五星紅旗和紫荊區
旗下成長的，從沒經歷過在「米字旗」、「龍獅
旗」下的生活，不可能有親身經歷的前後對比，
但歷史是可以認識的，而且是應該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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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強邀小童拍片飛吻爸爸
不少為人子女
者，在父親節這
天都會花盡心
思，準備難忘的

父親節。成家立室不久的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近
日找來幾位小朋友協助拍攝
短片，由這班可愛的小朋友
面對鏡頭說出：「爸爸，我
愛你，父親節快樂」，並祝
福平日辛勤工作養家的爸爸
身體健康，更送上一個個飛
吻，相信為人父者沒有不被
「溶化」的。
郭偉強昨日指出，他希望透過小朋友的點點心
聲，喚起大家注意要多與爸爸溝通及表達心意。
他在短片中向爸爸說，幼時三兄弟姊妹，曾因頑
皮而被爸爸體罰，但成長過程中，爸爸一直苦心
地教導他們做人要勇敢、正直及誠實。
他續說，爸媽令三兄弟姊妹茁壯成長，並擁
有自己的家庭，「我哥哥、妹妹更有自己的小
朋友，我都會急起直追，希望我好快造人成
功，當起爸爸來。」

倡研設男士事務委會
郭偉強又透露，近日有關注男士權益團體跟

他接觸，關注到男士健康及權益問題，更提到
希望可以成立男士事務委員會。他估計，這在
短期內難以實現，但男士、婦女、青年和長者
都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希望特區政府盡
快研究成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有助引發大家對
男士權益問題的關注。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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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強笑說自己要急起直追當父親。

劉慧卿批「港獨」：非主流不獲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

「港獨」近期囂張跋扈，所謂「全國
獨立黨」更涉嫌試圖在立法會審議特
首普選決議案時發動恐怖襲擊。民主
黨主席劉慧卿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
「港獨」思維在香港並非主流，該黨
絕不認同，又批評有「武裝起義」等
想法的青年根本不會受市民認同。她
又稱，該黨在「後政改」會集中處理
香港經濟、民主、福利等問題。
劉慧卿在電視節目訪問中，被主持

質疑民主黨年輕勢力是否傾向所謂
「本土化」時予以否認，並稱該黨絕
不是要甚麼「去中國化」，而這個想
法也不是主流港人的想法。 「絕大部
分（香港）人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也是中國之內的一個地方。絕大
部分香港市民都不想搞獨立或搞革命
去推翻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
她強調，若那些「本土派」要搞「獨

立」或「革命」，民主黨必定不會支持。
她並向那些提出所謂「武裝起義」的青
年說，主流香港市民不會接受或認同。

批部分激進青年思想無邏輯
對於目前部分青年思想較激進，但又

不合邏輯，劉慧卿認為，部分青年的確
說了很多矛盾的說話，例如有人「燒基
本法」，被質疑矛盾後卻說「其實不是
要燒去整本」。不過，她隨即為這些人
辯護稱，「香港人有好多矛盾，要不然
你（記者）怎會有這麼多新聞做。」
劉慧卿稱，她認同特首梁振英的想

法，就是香港經濟、民生、福利等問
題，都要社會大家一起處理，特別是
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公布的競爭力調
查，已反映香港競爭力排名不及深
圳，又稱反對派所謂的「全面不合作
運動」已經不存在，只要是應該支持
的，民主黨都會全力支持，只會在具
爭議性議題上「不合作」。
被問及反對派否決了特首普選決議

案，會否擔心在今年區議會選舉及明
年立法會選舉「票債票償」時，劉慧
卿稱，自己已面對過多年選舉，並不
擔心「票債票償」問題。

阿湯擬退黨過「新生」
不滿「袋巾」鼓吹「本土」

一直被揶揄「缺乏黨性」的公民黨，6名立法會議員各
有立場，不時互相「暗寸」。其中，一直主張與中

央溝通的湯家驊，在立法會辯論方案期間突然感觸落淚，
在表決更按下否決掣後黯然離場，並在會議廳外憤慨地說
了一句「咁都得」。
湯家驊昨日下午突然發出僅數十字的新聞稿，「立法會

議員湯家驊將於6月22日下午3時正，於立法會綜合大樓
新聞發布室1A召開記者會。敬請留意。」新聞稿中並無
介紹是次記者會內容，湯家驊回應傳媒查詢時也拒絕回
應。
同時，公民黨內部「謠言、消息」滿天飛，指湯家驊在

記者會中宣布退出有份創立的公民黨，但暫時未知他會否
同時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

「撮合」會面不獲訟黨反對派重視
有消息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湯家驊自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8．31」決定後，曾經多次試圖「撮合」反對派中
人與中央官員會面，希望特首普選問題有突破性發展，但
最終不獲公民黨及反對派重視。湯曾私下多次表明心跡，
指對議員工作意興闌珊。
其後，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梁家傑接受友好傳媒

訪問時主動提出，公民黨在「後政改時期」不能迴避「本
土角度主流化」的問題，並支持由「本土派」及激進反對
派提出的、研究修改香港基本法的「必然性」，明顯背棄
創黨原意，投向「本土」懷抱。

郭家麒網設平台「摑」梁家傑
據悉，操控公民黨的余若薇、梁家傑、毛孟靜及陳家
洛不斷試圖把公民黨「本土化」，已令其他黨員甚為不
滿，紛紛與他們劃清界線，如郭家麒就自行成立了名為
「蛋」的網上平台，倡議年輕人認識及了解國家，狠狠
摑了梁家傑一巴掌。湯家驊則走得更前，決定退黨。

未來或有黨員跟隨離黨
該名消息人士指，「湯家驊退黨」的消息已經傳了數
年，「今次應該付諸實行吧？」由於公民黨已經「變
質」，湯家驊退黨後，未來或還會有其他人不滿公民黨變
成「專業界別版」的「本土組織」而離開。

■記者 鄭治祖

為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反對派綑綁投票，激進派更對有意提出「有條件」接

受決議案的溫和派成員窮追猛打。隨着決議案被否決，陣營內的分裂已經「浮出水面」，

首個分裂的是表現越趨激進的公民黨。據悉，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袋巾)早前高調稱，「後

政改時期」的「民主運動」應加入以「本土角度」作起點，令部分黨員不滿。其中，湯家驊已決定

「跳車」，並於今日下午舉行記者會交代其「新生活」，日後或會有其他黨員跟隨湯家驊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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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決定「跳車」，日後或會有其他黨員跟隨湯家驊
離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