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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
十周年，國務院宣布全國放假一天，
港府亦建議把9月3日訂為一次性的公
眾假期及法定假日，最終獲立法會三
讀通過。不論從紀念抗戰歷史、緬懷
為國捐軀先烈的角度，還是從打工仔
利益出發，增加一日假期應是皆大歡

喜之事。然而，市民的好事在反對派眼中卻未必如
此，市民的福祉也並非反對派所考慮，梁家傑將抗戰
勞工假說成是「向大陸獻媚」，黃毓民更針對假期
「拉布」。反對派將抗戰勞工假大肆政治化，說明他

們已經走火入魔，在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政
治掛帥，喪心病狂。
抗戰是關係中華民族存亡的一場決定性戰爭，以千

萬計的中國民眾前赴後繼投入抗戰之中，抵抗日本軍
國主義者的侵略，浴血沙場，九死一生。香港跟隨紀
念，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更是不忘英烈的隆重紀
念。何以紀念抗戰會變成梁家傑口中的「獻媚」？梁
家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是中華民族的立場，還是日
本軍國主義者的立場？
梁家傑言論荒唐，黃毓民更是不知所謂，竟然針對
有關條例草案提出89項修正案，包括將某政治和社會

人物的誕生或逝世、某機構的成立、災難或政治事件
的發生、節日等特別日子，取代9月3日訂為公眾假
期。不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已裁定，所有修正案都
與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因此不容許動議修訂。黃毓
民提出的修訂其實是另一場「拉布」，意圖利用大量
的修訂，冗長的辯論，令增加抗戰勞工假的條例草案
未能在今屆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上完成。若被其得
逞，9月3日的假期就泡湯。
黃毓民提出的所謂修訂，完全是無事生非，顛三倒

四，志在破壞。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有厚重的歷史
意義，香港跟隨國家放假一日沒有可質疑之處，黃毓
民阻礙市民放假，毫無理由，更是罔顧市民福利，不
讓打工仔有多一日假期。其實，這次狙擊抗戰勞工假
的鬧劇，在程度上雖然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與反對
派否決普選方案是如出一轍。抗戰勞工假讓打工仔多

了一日假，而普選方案更讓全港市民多了一票，在
2017年可以行使選舉特首的一票，不論從任何角度
看，對市民只會有利無害，沒有損失之餘更有得着。
身為代議士，對於有利市民的政策斷沒有反對之理。
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生態中，自稱反映民意、為

市民爭取權益的反對派政客，屢屢做出倒市民米的行
為。例如對於任何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方案例必拉
布，由較早前的基層市民津貼、交通津貼，到近期的
綜援出三糧、公務員加薪、設立「創科局」等，無一
不遭到反對派在立法會內拉布。否決普選方案更是反
對派與民為敵的重要體現。到了今日，梁家傑、黃毓
民甚至連抗戰勞工假也不放過，要一拉到底，肆意政
治化。市民不禁要問，究竟有什麼地方對反對派不
住，要他們如此「懲罰」市民？剝奪市民普選權之後
還要剝奪市民假期，反對派還有沒有人性？

反對派將抗戰假期政治化喪心病狂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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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議員否決普選方案，香港政改又回到原點。
這是中央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有人擔心，今後中央會
不會一如既往地「挺港」？對此，中央官員已在多個
場合表示，中央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促進和諧，推進香港的繁榮穩定。

筆者常年奔波於香港和內地之間，目睹了香港的發
展變遷，也多次跟隨習近平主席參加亞太地區工商界
領導人會議等重要活動，親耳聆聽過他的多次講話，
充分感受到中央對港愛護有加，儘管香港政改受挫，
但中央絲毫不會減弱對香港的支持，中央繼續「挺
港」之誠意毋庸置疑。

中央對港的「特別待遇」數不勝數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之際，就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的

衝擊，中央支持香港渡過了難關。2008年，國際金融
危機波及香港，中央出台14條措施幫助香港築起了
「防波堤」，2011年中央又出台36條政策措施支持香
港發展。2003年非典過後，香港旅遊業一片蕭條，服
務貿易業也受到影響，中央及時出台「個人遊」政
策，鼓勵內地居民赴港旅遊。2014年，內地訪港旅客
達4,725萬人次，佔全部訪港旅客的77.7%，為香港帶
來數以千億港元的經濟收益。去年以來，針對「個人

遊」給香港帶來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央又適當調整
「個人遊」政策，這些都是對香港的「特別」之處。

除了非常時刻的「特別」，中央在發展布局上也把
香港的利益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上海自貿區的建設
就是一例，去年啟動之後，隨之啟動了「滬港通」，
讓香港分享改革發展的紅利。中央還以多種方式，推
動內地省份的企業在港上市、在港開設辦事機構等，
都為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今
天，香港金融、服務業能佔到GDP的93%，中央功不
可沒。

中央在民生「挺港」的舉措也不勝枚舉。現在，香
港市場95%的活豬、100%的活牛、33%的活雞、100%
的河鮮產品、90%的蔬菜、70%以上的麵粉都由內地供
應。當然，有些人會說，這些都是港人花錢買的。這
也不無道理，但試想，如果沒有中央和內地一些省份
的政策支持，港人從其他地方花錢去買，豈不是要付
出更多的成本？而隨着香港房價的升高，一些香港居
民選擇在深圳居住、在香港上班，這也變相地提升了
生活質量。

「挺港」是中國大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如果有人認為因政改之事得罪了中央，中央今後

就會對香港另眼相看，不再「特別關照」。其實，
否決政改的是反對派，不是香港市民。持這種看法
的人，既缺少戰略思維，又缺少對中央視野和胸懷
的基本判斷，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
道。首先，推進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是依據基本
法讓港人享受「政治紅利」的好事，並非如某些人
歪曲的「中央加強集權統治」。此事成與不成，對
國家的大局影響不大，犯不着斤斤計較。其次，正
在和平崛起的中國，下的是一盤大棋，香港在棋局
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從政治上看，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中作用特
殊。「一國兩制」是人類歷史上的創舉，是鄧小平先
生生前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但由於歷史的機緣，
這一創舉沒有首先在台灣實現，而是在香港和澳門實
現。截至目前，「一國兩制」在澳門非常順利，也非
常成功。但澳門畢竟太小，如果在香港能取得巨大成
功，其意義非澳門可比，也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供
了「實踐樣本」。因此，無論「一國兩制」在香港遇
到多大的困難，中央都會不遺餘力地推動，從政治上
「挺港」是戰略選擇。

從經濟上看，香港可以充當內地市場與國際市場的
「超級聯繫人」。改革開放36年來，中國經濟在經歷
了「東南沿海大開放」、「西部大開發」之後，現在
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海外拓展」。「一帶一路」建設
是一個開端，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再局限於國內，
而要輻射到中亞、東南亞、中東、歐洲、非洲等「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拓展自身發展空間的同時，讓
沿線國家搭乘「中國快車」，這是一個大棋局。在這

個大棋局中，香港多年來積累
的金融業、貿易業的優勢可以
充分發揮作用，香港可以扮演
「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因
此，中央會給香港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

中央挺港主要是「挺經濟」「挺民生」
政改告一段落，聚焦經濟民生。這是特區政府的目

標，也是中央政府樂見的。因為，在長達20個月的政
改爭拗中，中央也發現，一些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
學生，之所以言行偏激，並非真心認同反對派和「佔
中」激進分子的理念，而是對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拉大
不滿、對就業形勢不妙擔憂、對住房條件得不到改善
憤懣、對香港的前途感到迷茫，等等，總之，是多種
因素疊加之後，在政改問題上集中爆發。因此，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讓港人安居樂業，這是化解香港社
會各類矛盾的「總開關」，中央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抓好這個「總開關」。

基於上述分析，中央今後「挺港」主要體現在「挺
經濟」、「挺民生」。筆者分析，隨着「一帶一路」
建設的全面鋪開，中央會適時出台政策，支持香港分
享這一戰略帶來的機遇，為香港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中央也會在粵港兩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中給香港一些實
惠，拓展香港的發展空間。同時，從政策上鼓勵內地
省份與香港加強經貿合作。對於香港改善民生遇到的
難題，相信中央也會不遺餘力地幫助解決。聚焦經濟
民生是特首和港府施政重點，也是中央「挺港」的着
力點。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特別」之處除了政治制度有別於內地以外，筆者和

許多市民多年的感受是，香港在經濟、民生上享受了「超級國民」的待遇。回歸18年來，

中央不遺餘力地「挺港」，許多待遇讓內地省份可望而不可及。如今，香港政改告一段落，

中央會一如既往地「挺港」，「挺港」主要體現在「挺經濟」、「挺民生」。

中央繼續「挺港」之誠意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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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立法會昨日通過，
將今年9月3日定為一
次過的額外公眾假期
及法定假日。當日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
利70周年紀念日，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指出，這一天具特
殊及嚴肅意義，特區
政府會舉辦多項紀念

活動，讓公眾銘記八年抗戰歷史，提升年輕人
對國情認識。
立法會昨日續會，恢復審議《特別假期

(2015年9月3日) 條例草案》，草案獲過半數
議員支持三讀通過。特區政府發言人說，當日
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除
法例另有規定外，所有銀行、教育機構、公共
機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無須辦公。當日也將是
《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條例將於今年7
月17日刊憲。

張建宗：辦多項活動讓港青認識國情
張建宗指出，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
具特殊及嚴肅意義，特區政府會舉辦多項紀
念活動，包括紀念儀式、展覽、講座、研討
會、電影放映、展出書籍、參觀歷史舊址、
發行紀念郵票等；他又指，特區政府亦鼓勵
民間團體舉辦紀念活動，讓公眾參與，銘記
八年抗戰歷史，提升年青一代對國情的認
識，以創未來。
他建議有關假期訂為一次過的方式，方便

市民大眾參加相關活動，但特區政府無計劃將
該日定為恆常假期。

「蓮花」殺到
立會會議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颱風「蓮花」昨日來勢洶
洶，打斷了立法會的工作進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下午3
時許宣布，因天文台宣布會於昨日下午5時或之前改發8號信
號，故此要暫停會議，好讓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立法會議
員、記者及公眾人士等，能夠及早安排交通工具。

8號波取消 會議今早9時恢復
他續指，如果8號信號於今早7時正或之前取消，會議會照
原訂時間在今早9時恢復；如果7時後至9時前取消8號信
號，會議將在上午11時正恢復；但如果8號信號在9時正依
然生效，會議將於下周一上午9時才恢復。
受到颱風影響，立法會秘書處亦宣布，原定提供予巿民的所

有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公眾服務，包括公共申訴辦事處的服務；
立法會綜合大樓教育導賞團；及立法會圖書館、檔案館和兒童
學習室的參觀活動等亦須暫停。受影響的巿民或團體可於辦公
時間內致電：39193441與立法會秘書處聯絡，另訂參觀日期及
時間。

財會加5天會拍板
應付反對派拆申撥

為解決財委會議程「大塞車」，特區政府早前建
議財委會下周二起，一連五日加開14節合共28

小時會議。財委會秘書收集全體委員意見，發現多數
議員支持加開會議處理餘下議程。
張宇人昨日表示，考慮到有反對派議員要求，把
原訂一併處理的11項工務工程的撥款申請，分拆逐
項討論，由於擔心無法在休會前完成審議工作，決定
額外召開5日的會議。他說，早前向委員了解是否支
持加開會議，支持本月14日及18日加開會議的委
員，多於反對的委員；至於15日至17日的會議，則
支持與反對的人數一半半。

張宇人冀完成處理餘下項目
張宇人否認漠視反對加開會議的意見，強調是經評

估形勢，因應時間，希望完成處理餘下的項目。他
又強調，政府釋出善意，將民生項目放在較前位
置，認為如果議員不拉布，不排除可以提早完成審
議。

譚耀宗：開會是議員的工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贊成及尊重財委會主席的
決定，強調開會是議員的工作，召開財委會會議的法
定人數要求亦不高，「連同主席有8個人就可以，既
然有30人或超過30人同意，出席到會議，我覺得都
應該要開。」對於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建議財委會讓出
部分會議時間，讓大會處理積存的草案，他認為可留
待大會主席處理，若有法案需於休會前處理，應該要
考慮，「若議員唔浪費時間，唔好成日狂點法定人數

的話，時間應該足夠。」
不過，反對派對於「成功加會」反應激烈，宣稱立

法會「喪失自主權及尊嚴」。身兼反對派「飯盒會」
召集人的梁家傑稱，特首梁振英以「好勇鬥狠」方
式，強行增加會議時間，做法具挑釁性，對此感到失
望。他又稱，反對派希望能夠盡量通過餘下的5項民
生議程，但反對討論創科局的撥款議程。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就稱，已去信譴責張宇

人，並要求張宇人按財委會議事規則，邀請創新及
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楊偉雄，列席所有有關創科局
的會議，以回應議員質詢。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
則揚言，不支持財委會加開會議，亦不會參與拉
布，希望其他議員不要拖延，否則將中梁振英挑釁
之計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建議立法會財委會下周加開5天會議，以

完成審議餘下民生項目及設立創新及科技

局的撥款申請。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昨日表示，考慮到有反對派議員要求把原

訂一併處理的工務工程撥款申請分拆討論，

由於擔心無法在休會前完成審議工作，決定

召開5天會議。建制派議員支持「加會」，

強調議員理應履行開會的責任，並促請反對

派議員不要再「拉布」浪費時間。

青年民建聯日前舉辦了首場「名人飯局」活動，邀請特區政府
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擔任「頭炮」嘉賓，與約30名年輕朋友互動
交流。馮煒光在飯局中分享了日常工作點滴，包括曾與特首梁振
英到灣仔鵝頸橋及旺角花墟宣傳政改，大讚特首深受市民歡迎。
馮煒光又慨嘆香港社會撕裂情況嚴重，有朋友因他出任新聞統

籌專員而在Facebook群組「unfriend」他，而他亦曾在違法
「佔領」行動期間，因與家人意見不同，在通話群組時有爭論，
幸得馮媽媽協調各方意見，修補關係，和氣收場。馮煒光最後不
忘鼓勵青年民建聯成員多發聲，敢於表達心中所想，並善用網上
平台，多就政府施政給予意見，發揮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青民名人飯局

■張建宗 曾慶威 攝

■■張宇人張宇人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譚耀宗譚耀宗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屠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