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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京會見了香港紀律
部隊文化交流團全體成員。張德江委員長
代表中央特別強調，香港繁榮發展是根
本，法治穩定是基石，中央高度重視本港
少數激進反對派挑戰執法隊伍、衝擊法治
的現象，全力支持紀律部隊打擊犯罪、維
護法治。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既極大地
鼓舞紀律部隊士氣，也為香港法治建設穩
固基礎。

一個成熟高效的法治社會，不但需要有
完善的法律體系，也需要有素質良好、敢
於擔當、勇於護法的紀律部隊。張德江在
昨天的會見中，充分肯定了香港紀律部隊
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區秩序、保障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順利實施、維
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市民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對警方去年
以高度忍耐和克制力，和平處理違法「佔
中」行動的表現，給予了高度的讚賞。面
對本港社會正在滋長的暴力違法歪風，張
德江寄語警隊繼續恪盡職守、敢於擔當、
嚴格執法，作「一國兩制」的堅決捍衛者
和香港法治穩定的堅定守護者。張德江的
講話具有強烈的針對性，清晰地表達中央
全力支持本港紀律部隊工作的原則立場，
既是為紀律部隊打氣鼓勁，更是表達對香
港社會合力反對暴力違法歪風，維護和諧
穩定的高度期望。

近年來，由於反對派的挑撥和鼓動，紀律
部隊在處理公眾集會事件時屢屢受到少數激
進不法分子的挑釁，前線執法人員時常遭到
無理指責，承受巨大壓力。即使是「佔中」
結束後，鼓吹以暴力違法手段表達訴求的激
進歪風並沒有收斂，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打「本土」旗號的「港獨」逆流亦不時伺
機而動。這些激進勢力的共同特徵，是打
所謂爭取「公義正義」的旗號，自恃佔據
「道德高地」，便試圖不受法律規範約束，
肆無忌憚地破壞法規，公然挑戰警方執法，
對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造成嚴重衝擊。
面對這些動向，紀律部隊、尤其是警方，應
本維護法治、嚴格執法的精神，依照法律
的相關規定，理直氣壯地執法，以維護社會
正常的秩序。因為法治始終是香港最重要的
社會基石，一旦法治受損，一切發展都將失
去所依。

繁榮發展是根本，法治穩定是基石。如
今全社會正把主要精力聚焦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廣大市民更應該一起努力營造守
法護法的社會風氣，大力支持警方的執法
行動，掃清「佔禍」餘毒，為社會的發展
前進奠定堅實基礎。對於那些擾民害民，
犧牲香港整體利益的違法行動和不法之
舉，除了相關執法部門全力依法懲處之
外，全社會也應該施以強大的輿論壓力，
令其喪失生存空間，還社會以和諧、穩
定、安寧。 （相關新聞刊A2版）

中央力撐紀律部隊維護法治
昨日有報道「爆料」指，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港大校

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副校前，曾與港大校長馬斐森會
面，向馬斐森施壓。在港大遴選副校長事件上，此類
不盡不實、毫無實據的爆料不一而足，反對派一再利
用散播流言的伎倆，刻意引導外界作無謂猜測，抹黑
憑良心良知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校委，甚至把矛
頭直指特首，企圖把事件進一步政治化，激化對立，
增加為陳文敏翻盤的籌碼。以謠言作為政爭工具的歪
風大行其道，不僅對港大造成嚴重傷害，更動搖本港
社會的基本信任文化，破壞人與人的互信基礎，長此
以往，將造成無人敢講真話的寒蟬效應。

反對派為扶持陳文敏上位，一直虛張聲勢，處心積
慮營造對其有利的輿論氣氛，片言隻語、一面之辭的
「內幕爆料」層出不窮，而且反覆使用。陳文敏的友
好、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完全不顧最基本的新聞操守，
在沒有任何人證物證、沒有時間地點、連當事人也沒
有訪問的情況下，每每在副校長審議的關鍵時刻，就
在報章適時「爆料」，引用「無所不知」的神秘的
「消息人士」的轉述，言之鑿鑿聲稱中聯辦和特區政
府高層出面阻止陳文敏「上位」，指名道姓指港大校
委會主席梁智鴻及校委李國章通過「中間人」「勸
退」陳文敏，講到繪聲繪色。身為「法律專家」的當
事人陳文敏，在被否決擔任副校長一職後，也按捺不
住，在報章撰文，僅根據「爆料小丑」馮敬恩真偽未
辨的「轉述」，就指控有關校委在校委會中說了「不
負責任」的言論來「誹謗」他。較早前，又有「消
息」聲稱，不排除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背後是北京在
發功，向中央潑髒水。

到昨日，又有人指特首向馬斐森施壓，要否決陳文

敏當副校，不過故技重施，以一句半句故弄玄虛的
「傳言」，故意引人遐想，刻意製造特首干預港大副
校長遴選的假象，把破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罪名
強加到特首頭上。毫無疑問，這是有人鍥而不捨利用
捕風捉影的消息，製造新一波的輿論攻勢。果然，昨
天「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就據此質疑，梁
振英與馬斐森會面是要就副校長人選向校方施壓，要
求梁振英公開交代，大有興師問罪之勢，千方百計刺
激公眾情緒。

按照《香港大學條例》，校監是大學的首席主管人
員，擁有管理大學的權利和職責，包括任命校長、選
派校委會主席和委員等等，在大學管理中處於核心地
位。這是港大百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管理傳統和模式。
港大由公帑資助營運，肩負培養治港人才的重任，港
大的發展必須符合香港的長遠整體利益，絕不能成為
反中亂港的大本營。特首作為港大校監，與港大校長
會面，實在是正常不過；無論見面時談論什麼話題，
也是天公地道，不容非議。相反，故作神秘地「爆
料」特首與港大校長會面，卻又靠「欲言又止」惹人
遐想，是跡近鬼祟的宵小行為。

港大副校事件在來路不明的消息炒作下，變得高度
政治化。正常的交流溝通被各種陰謀論醜化，單憑語
焉不詳、含糊其辭的消息，就把人送上輿論的審判
台，人與人溝通交流的互信基礎蕩然無存，社會只會
更加撕裂，矛盾更加尖銳。有道是「來說是非者，便
是是非人」，香港始終是一個講法治誠信的社會，搬
弄是非，以失實消息攻擊抹黑不同政見者，與香港社
會的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製造散播謠言者必然誠信
破產，被公眾所唾棄。 （相關新聞刊A5版）

不盡不實「爆料」終將誠信破產
A4 重要新聞

內會財會正副主席投票情況
內會主席候選人

梁君彥(經民聯)
單仲偕(民主黨)

內會副主席候選人

馬逢國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單仲偕(民主黨)

財會主席候選人(政黨/界別)

陳健波(保險界)
劉慧卿(民主黨)

副主席候選人(政黨/界別)

陳鑑林(民建聯)
劉慧卿(民主黨)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鄭治祖

37票（當選）
23票

32票（當選）

27票

38票（當選）
18票
1白票

33票（當選）
22票
1白票

陳健波陳鑑林掌財會 下周五再「審」創科局 自
由
黨
認
投
票
撐
反
對
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選
出正副主席，分別由保險界陳健波、民建聯陳鑑林擔任。陳
健波會後表示，已收到特區政府通知，要求安排在下星期五
（16日）開始，連續3個星期五、每日開兩節共4小時會
議，討論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他強調，作為財委
會主席，會放低自己的政治立場，公平公正主持會議，但不
希望反對派在財會動輒拉布。
財會昨日舉行新立法年度首次會議，並選舉正副主席，陳

健波以38票對18票，擊敗民主黨劉慧卿，首次成為財會主
席；副主席選舉中，陳鑑林以33票擊敗僅得22票的劉慧
卿。兩次選舉均有一張廢票。

連續3個周五開12小時會
陳健波會後表示，已收到特區政府通知，要求安排在下星

期五（16日）開始，連續3個星期五、每日開兩節共四小時

的會議，討論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他直言，希望創科局撥款申請可在10月獲得通過，但

強調一定會給議員時間充分討論，亦希望政府有充分準
備，回答議員的答案是有水準的，否則難以怪責議員不停
發問。

憂兩派爭拗「波及」財會
陳健波又說，雖然財委會主席有權剪布，但不一定要用盡

權力，希望可以和各議員協商，「亦希望拉布不要成為常
態，係又拉，唔係又拉。」
他又指，立法會18個事務委員會將於下星期選舉正副主

席，他擔心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協調爭拗，會「波及」財委
會，令財委會成為反對派「發洩」拉布的戰場。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質疑，他過往開會時未能「控制情

緒」，陳健波回應指，作為財委會主席，會放低自己的政

治立場，公平公正主持會議，並會在前任主席張宇人身上
學習，做好會前的溝通工作，例如他近日已拜訪了67位
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昨日選舉中，自由黨站
在反對派一邊。議員田北俊昨
日在會後承認，該黨在內會和
財會副主席選舉中，投票支持
了反對派候選人，又稱內會、
財會正副主席均由建制派議員
出任，會令立法會未來一年的
工作進程更緩慢。
田北俊昨日稱，競逐內會正

副主席職位的民主黨議員單仲
偕，是「溫和民主派」，倘出
任內會副主席「可令立法會工
作和諧」，而民主黨劉慧卿曾
任財會主席，「表現專業」，
相信她可以協助新財會主席陳
健波處理拉布問題，包括理順
反對派意見，但「不幸地」，
「其他建制派同事有不同看
法。」

建制派首囊括內會財會正副主席
反對派拒協調「挑機」敗選反「惡人先告狀」

反對派為阻撓特區政府落實各項工務工程
以至政策建議，在上屆會期突然破壞與

建制派的協議，蠱惑地總動員加入財務委員
會轄下工務及人事編制小組，壟斷兩個小組
的正副主席職務，更阻撓建制派議員加入。
在新會期開始前，建制派在舉行內部會議
後，決定伸出橄欖枝，表明不會派員競爭反
對派一直擔任主席的福利和衛生事務委員
會，及環境、教育和司法事務委員會的3個副
主席職位。不過，反對派毫不領情，更聲稱
要與建制派「全面開戰」，爭奪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等議席。
立法會內會及財會昨日舉行新年度首次會
議，並選出正副主席。反對派昨日派出民主
黨單仲偕挑戰擔任主席3年的經民聯梁君彥。
此位置之前由前公民黨成員湯家驊擔任，湯
本月1日正式辭任議員。

梁君彥馬逢國連勝單仲偕
梁君彥在會上表示，過去數年盡力協助立

法會主席，按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辦事，讓
議員充分表達意見。他強調，身為主席，有
責任維持議會效率和秩序，他會一如過往盡
心盡力協助立法會處理事務。單仲偕則稱，
除按議事規則外，更重要的是讓議員充分發
表意見，不要「隨便趕人離席」，並協調不
同黨派監察特區政府。
多名反對派議員借提問機會抹黑梁君彥
稱，他在主持會議時「好狠」、「唧都唔
笑」。梁君彥回應指，每人都有不同處事方
式，自己只會按照議事規則辦事，不會「親
疏有別，欺善怕惡」，又笑言自己在英國讀
書，「幽默唔少得。」

破兩派各任正副主席慣例

最後，梁君彥以37票對23票擊敗單仲偕，
成功連任內會主席。單仲偕其後再參選副主
席，與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
國競逐，最終馬逢國以32票，擊敗獲得27票
的單仲偕，即建制派囊括內會正副主席職
位，打破以往建制派與反對派各任一職的慣
例，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
財會其後亦選出正副主席，分別由保險界

陳健波、民建聯陳鑑林擔任，民主黨劉慧卿
參選正副主席均告落敗（見另稿）。
單仲偕在會後聲稱，建制派「全面封殺」

做法「霸道」，破壞由反對派擔任內會副主
席的傳統，又稱如今反對派與行政機關沒有
溝通渠道，會進一步破壞行政立法關係，立
法會將出現更多「內鬥」。「泛民會議」召
集人何秀蘭更稱，擔心建制派全取正副主席
後，會事事向特區政府「放水」。

譚耀宗：反遭詆毀感無奈
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反駁，並不存在建制

派「霸道」問題。他強調，建制派曾經與反
對派商討，指單仲偕不適合擔任內會副主
席，但反對派不肯更改人選，其後更拒絕繼
續交換意見，「說要『全面開戰』，對建制
派說一些具攻擊性和詆毀的說話，我們亦作
罷，沒有辦法，我們唯有做回自己本分。」
他對反對派首先挑起對抗，現在卻反過來攻
擊建制派，他對此感到無奈。

葉國謙：反對派態度惡劣
負責協調的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則說，一直希望與反對派成功協調，但反對派
態度惡劣，建制派只得派人參選各委員會主席。
他強調，從來沒說過單仲偕不能擔任內會副主
席，只是部分建制派對其處事方式有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制派早前不計前嫌，釋出善意，希望今年

10月的新立法會會期與反對派協調立法會內各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人選，但反對

派毫不領情，更聲稱要向建制派「全面開戰」。結果，反對派「求仁得仁」。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昨日選出正副主席，建制派囊括了所有職位。

其中，內會正副主席分別由梁君彥、馬逢國出任，打破以往由反對派出任副主

席的慣例，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早前宣稱「全面開戰」的反對派「惡人先告

狀」稱，建制派的做法「霸道」，建制派則反駁指反對派不斷挑起對抗，毫無

誠意溝通協調在先。

去年「偷襲霸位」「反」轉協調機制
反對派拒絕建制派伸出的

「橄欖枝」，聲稱要「全面開
戰」，結果建制派昨日囊括了
內會、財會的正副主席職位，

可說是「意料中事」。不過，反對派昨日在
內會、財會選舉「全軍覆沒」後，竟「惡人
先告狀」反稱建制派做法「霸道」，似乎忘
記了自己去年如何單方面破壞協調機制，以
「偷襲」手段搶位。

在內會正副主席選舉均告敗北的民主黨單仲
偕昨日聲言，建制派「全面封殺」做法「霸
道」，聲言此舉會「進一步破壞行政立法關
係」。不過，只要稍為「回帶」一下，便可知
道正正是反對派去年破壞協調機制在先，建制
派今年才要爭奪大部分事務委員會主席職位。

弄權「不合作」拖慢審議
反對派去年在議員報名加入事務委員會的

限期前，突以「偷襲」手段搶佔人事編制委
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一職，其後
更利用職權大耍「不合作」的把戲，令議會
運作停滯不前，各項公務工程進度被刻意拖
慢，嚴重打擊了社會民生發展。因此，建制

派今年以重奪人事編制、工務小組委員會主
導權為最大目標，並派出至少26名加入各委
員會，但反對派竟反稱建制派「霸道」。

事實上，建制派一直希望與反對派協調，
早前便主動釋出善意，表明不會派員競逐福
利和衛生事務委員會，以及環境、教育和司
法事務委員會的3個副主席職位，又願意協調
內會及財會副主席人選，只是反對派並不領
情，更宣稱要「全面開戰」，令協調告吹。

建制派主動讓5席位顯誠意
反對派「不仁在先」，其後各委員會選舉

也可能「出茅招」。據悉，議員加入事務委
員會的限期今日中午12時截止。民建聯前主
席譚耀宗昨日表示，建制派並無計劃全面佔
據18個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職位，會讓出2
個主席、3個副主席職位予反對派，但去年被
反對派「偷襲」、財會轄下的工務及人事編
制小組，建制派一定要重奪主導權。民建聯
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也指，今年會嚴防
反對派再次在報名時「偷襲」，大部分委員
會將至少有26名建制派議員加入，以確保委
員會的主導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健波
與陳鑑林
握手。
黃偉邦 攝

■梁君彥與林健鋒握手。 黃偉邦攝 ■馬逢國接受其他議員祝賀。 黃偉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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