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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特首梁
振英公佈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前夕，經民聯
立法會議員、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聯同
多位區議員及西九新動力代表，昨日到政
府總部外遞交施政報告意見書，建議特區
政府撥款100億元改善水質，及研究將西
九文化區海濱打造成水上活動中心，帶動
港九兩岸海濱長廊旅遊發展，又建議將目
前的3億元「青年創業基金」加碼至10億
元。

倡「鉛水」速跟進 修例增抽查
梁美芬昨日與九龍城區經民聯議員張仁

康、深水埗區西九新動力議員梁文廣和陳
國偉，聯同西九新動力成員和義工到政府

總部外請願並遞交意見書。
梁美芬在意見書中，促請特區政府盡快
公佈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報告，就報
告內容展開跟進工作，包括修訂相關法
例、提高食水檢測標準、加強抽查檢驗、
檢討公屋工程的監督和驗收制度等。
同時，梁美芬還要求成立100億元改善
水質基金，長遠改善海濱污染，實現親
水文化，並研究將西九文化區海濱打造
成水上活動中心，以水上的士等水上交
通設施帶動港九兩岸各區海濱長廊旅遊
發展。

促「青創基金」加碼至10億
在青年事務及教育方面，梁美芬希望特

區政府把握「一帶一路」機遇，鼓勵大專
學生到「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實習及交
流，建議將去年施政報告公佈的3億元
「青年創業基金」加碼至10億元，並組織
工商界專才和高級行政人員為創業的年輕
人提供顧問服務，分享成功經驗。
梁美芬同時促請政府做到教育多元化，

並提到要檢討高中通識教育科、將其改為
選修及暫緩小三TSA。
在長者醫療方面，梁美芬提議長者醫療

券金額增加至每人每年2,500元。
她又認為，現時公營牙科服務十分有

限，很多長者都要通宵跨區排隊輪籌，期
望政府添置流動牙科醫療車，為更多巿民
提供公營牙科服務。

梁美芬促設百億基金改善水質

「IT毒男」製視頻 讚CY「最勇特首」
特首梁振英（CY）最新施政

報告今日出爐，有網友日前自
製視頻（見圖），細數CY興
建公營房屋、成立創科局、發

放低收入家庭津貼及長者醫療券等政績，大
讚 CY 是「最勇嘅特首」：「CY 勝在唔怕
難、唔怕煩、唔怕觸碰既有利益者，所以要
畀個Like你，加油喇！！！」

10年建46萬宅「功德無量」
這位用戶名為「Robert Lee」的網友，在特

首公佈新一份施政報告前夕，上傳一段名為
《IT毒男評CY》的自製視頻，從土地問題、
民生、教育和青年事務幾方面，總結梁振英
在任期內的政績。

視頻中提到「劏房」及年輕人「上車」難的
問題，形容未來10年有46萬個公私營房屋單
位落成是「功德無量」，又表示支持梁振英一
系列穩定樓市措施，請他千萬不要「減辣」。

聲稱身為「窮二代」的「IT 毒男」還表
示，支持成立扶貧委員會、制定貧窮線，更
大讚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使全港20萬家庭共
70 萬人受惠，還有全港 40 萬長者每個月有
2,200元「長生津」及一年2,000元的醫療券
等，「阿媽好開心！」他又對反對派「拉
布」使惠民政策延遲出台表示不滿。

堅拒撤辣招 創科局助上流
「IT毒男」還對男士3天侍產假、「雙非

嬰」零配額及「限奶令」等政策表示肯定，
戲稱：「我身邊啲女人都冇咁躁！」在青年
事務及教育方面，他形容拉鋸3年終於成立的
創科局是他這些「IT毒男」的曙光，並大讚
梁振英在幫助港青求學、向上流動及尋求出
路方面的貢獻。

「IT毒男」對CY種種惠民政策表示極大肯
定：「係最勇嘅特首，啲地產（商）咁惡，
你夠堅持唔撤辣招，堅持起多啲公屋；高鐵
咁煩，你夠膽叫工程費『 封頂』！」雖然很
多人對社會仍有種種不滿，但「CY勝在唔怕
難、唔怕煩、唔怕觸碰既有利益者」：「所
以要畀個Like你，加油喇！！！」

■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今日發表新一年施政報告，社會各界引頸以
待。外圍經濟危機重重，傳統競爭優勢不斷削弱，香港發
展後勁不繼，嚴峻挑戰擺在面前。持續的經濟增長是改善
民生、支撐其他發展的基石，特首和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
是高瞻遠矚，把握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重要
機遇，為香港描繪一份長遠發展的藍圖，提升香港整體競
爭力，讓「東方之珠」再煥發耀眼光芒。

施政報告既是政府對過去工作的總結，更是對未來施政
的規劃。一向以來，社會對施政策略和重點的關注，聚焦
於與市民有貼身關係的民生問題。今年有調查機構的調查
顯示，市民對施政報告最關心的五大問題分別是房屋問
題、醫療政策、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和政制發展，情況與
去年大同小異。由此可見，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經濟保持
穩定增長，政府才有更大能力改善民生、提供更好的福利
和社會保障，實現施政為民的承諾。近年香港在多個國際
經濟報告中的排名有下滑跡象，競爭力下降的警號已經響
起，其根本原因，正在於香港一直缺乏一整套謀局長遠、
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

香港土地不足、成本高昂、產業結構單一，制約了經濟
快速增長。在目前美國加息、人民幣貶值、內地經濟放緩
的大背景下，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更要加快經
濟轉型升級，增強經濟抗逆力，才能保障市民繼續安居樂
業。要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絕非一朝一夕之
事，更不可能靠一役之功，特首的施政報告不能只局限於
解決眼前的問題，換取一時的掌聲，而必須眼未來五
年、十年甚至更長的發展，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為香港

尋求清晰的發展路向和探索嶄新的發展機制，引入源源不
絕發展新動力。

事實上，香港並不缺少機遇，尤其是正逢國家的大發展
期，只要科學規劃，善借大勢，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再創輝
煌。例如，開發大嶼山，打造成集旅遊、娛樂及商業兼備的
重點地區，有利於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緊張及產業單一化等問
題，增強香港發展的後勁，對改善就業、惠及民生大有裨
益；創科局幾經波折終於成事，若能通過高層次、專業化的
統籌，策略性地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促進香港進行
高增值的「再工業化」，可為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提供創
業就業機會。國家正在穩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香港
扮演好「超級聯繫人」角色，協助國家與國際接軌，可有
效減少國家進一步開放的風險，創造兩地互利雙贏。

推動破舊立新、除弊興利的規劃和改革，說易行難，必
然會改變傳統產業結構的平衡，觸動既得利益，遭遇到的
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這更加需要特首和特區政府以過人
的魄力、決心和智慧，迎難而上，爭取突破，不能因為擔
心意見分歧、阻力巨大而畏首畏尾、議而不決，甚至半途
而廢。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近年事事政治化，施政屢受狙擊，
導致發展停滯不前，即使有好的政策和規劃也落實不了，
最終受害的是全港市民。政爭太盛累港久矣，市民應該清
醒認識政爭不息的危害，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造福市民，避免香港被邊緣化。
期待一份謀劃長遠發展的施政報告，支持一份利於長遠發
展的施政報告，是香港人的心聲。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謀劃長遠
沙田有社福機構的智障院舍發生懷

疑欺凌事件，四名涉事職員已被停職
及解僱。向最缺乏自我保護和投訴能
力的特殊兒童施加暴力和凌辱，是對
人道和教育精神的最大褻瀆。事件顯
示，本港特殊院校資質良莠不齊，而
負責監管的社會福利署也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監管不力的問題。政府相關部
門除了徹查真相及追究責任之外，還
應該加強對特殊院校的巡查監管，提
升處罰措施的阻嚇力，對屢次違規的
院舍應吊銷經營資格，淨化市場，切
實保障特殊兒童在院舍獲得良好的照
顧和教養，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此次涉事院舍是專門服務肢體嚴重傷
殘、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的特殊機構。
而遭受欺凌的兩名院友，皆是嚴重智障
的特殊孩童。據媒體披露，四名院舍職
員不僅使用語言暴力，還用牛皮膠紙貼
身等手段，對兩名院友實行了極具侮辱
性的凌辱，更拍下照片取笑作樂，這種
行為不僅違反了特殊教育機構人員的
職業道德，是對人道和教育精神的最
大褻瀆，更涉嫌觸犯法律。政府有關
部門必須查明真相，並採取恰當的做
法，消除事件的消極影響。

政府設立特殊院舍的目的，是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針對性的服
務，務必令其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享受到應有的呵護和關愛。然而，
「護兒」場所卻變成了「虐兒」之
地，令人髮指。事實上，涉及特殊學
校的虐待或欺凌案件，往往是透過學
校職員向外揭發，才得以被公眾和監
管部門知曉，這一方面是源於智障孩
童沒有表達和申訴能力，無法告知父
母或他人自己的遭遇，令欺凌事件難
以被覺察；另外，社署對特殊學校的
監管機制存在不足，定期探訪無法及
早發現虐待問題，相關投訴又單靠學
校處理，缺乏處理欺凌、虐待這類投
訴的獨立專門機構，這些都是導致虐
待特殊兒童事件一再出現的重要原
因。因此，政府有關方面需要吸取此
次事件的教訓，加強對特殊院舍的監
管，提升監管機制的堵漏和糾錯功
能，優化巡查行動的功效，一旦發現
有虐待等的不良行為苗頭，就要予以
堅決干預。針對少數服務差的院舍或
失德的從業員，更應採取「釘牌」或
「檢控」手段，增加處罰的阻嚇力，
以儆效尤。

加強院舍監管 杜絕欺凌行為

政界批反對派「拖死」惠民政策
特首苦幹落實施政承諾 議員點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會發表任內第

四份施政報告。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認為，過去1年，反對派鼓吹「不合

作運動」，在立法會以至民間組織等不同層面「拖」特區政府的「後

腿」，但特首梁振英仍然堅持迎難而上，默默苦幹，爭取實現當初競選

時許下的有關承諾，尤以解決房屋短缺、遏抑高樓價的問題上成效最顯

著，惜反對派大搞「不合作運動」，令許多政策措施都被拖延甚至無法

落實，情況令人擔心。

謝偉銓：續供地建宅 見成效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

偉銓指出，眾所周知，梁振英極之關心基
層市民的生活情況，而房屋問題更是今屆
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他表示，梁振英明白到增建房屋非一朝
一夕便能解決，必須保持有足夠的土地供
應，但在覓地的過程，無論填海、發展新
界西北等，都遇到不少困難，須小心平衡
各方利益，但梁振英沒有放棄，繼續堅持
下去，近期已漸見成績。
他又讚揚梁振英不遺餘力，親自走訪內
地多個城市和東南亞等地區，為港商開拓
營商條件：「外界批評梁振英經常離港，
其實特首可以什麼都不做，但他不怕批
評，從他親身外訪，在當地成立辦事處，
到積極造大（經貿）個餅，全不為外人所
知。」

盧偉國：工務只批7% 超滯後
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認為，解決房
屋居住問題是特區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在反對派中人不斷阻撓下，很多政策措
施均難以開展，特別是違法「佔領」行動
之後，反對派的「主要工作」就是「拖」
特區政府、特首梁振英的「後腿」。
他以工務工程為例指出，當局向立法會
工務小組提出72項工程申請，但到現在只

處理了5項（只佔7%），進度嚴重滯後，
令人擔心。

陳健波：快落實「發達招」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保險界議員陳健波

表示，在房屋範疇外，梁振英在工商範疇
也下了不少工夫，包括提出成立金融發展
局，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陳健波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金融發

展局」已提出了十多份報告，所提出的意
見相當有用，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落實
執行。在推動「跨港業務」上，如何讓香
港作為內地到國際，或國際企業進入內地
市場的「跳板」，梁振英也花了不少心
機。

何俊賢：「漁貸基金」慘遭犧牲
在特首選舉中，全票支持梁振英的漁農
界，其組別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梁振
英上任至今已相繼落實其競選承諾，例如
解決長者的生活問題、增加土地供應、復
建居屋，以至各種產業調整等，做到「成
熟一項推一項」的策略。
在漁農業方面，措施雖未必盡如人意，
然其誠意可嘉。可惜的是，特首低估了反
對派拉布所帶來的破壞，就以「注資漁業
貸款基金」為例，就慘被反對派作為「拖
死創科局」的「人質」，成為「政治犧牲
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今屆任期尚餘1年多，多名立
法會議員認為，反對派「擺明車馬」，為阻
撓特首施政而懶理民生、估計特區政府未來
將舉步維艱。他們認為，要突破困局，梁振
英的管治團隊應該採取「主攻」的策略，主
動向市民解釋各項施政政策，包括制訂政策
的背景、理據及對市民的影響等，讓市民有
深入認識，避免在社會缺乏理解的情況下，
產生拒絕及反對的情緒。

陳健波：應主動向民解釋政策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認為，現今香
港政治環境已經改變，市民的批判性大為
提高，特區政府提出任何一項政策，均會
遇到不同程度的挑戰。故此，特區政府應
該「變陣」，由過往以「守」為主，改用
「主攻」的策略，主動走前一步，向市民
解釋，直到市民願意接受為止。
他又認為，梁振英在今屆餘下1年多的任

期內，應該向市民，特別是年輕新一代提
出未來的願景，讓大家感覺到有前景、有
期望。如此，大家才會團結一致，齊心共
建美好的將來。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

偉銓指出，目前有很多社會議題均涉及政

府不同部門，例如在保育問題上，除環境
局外，還可能涉及到發展局、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等，各政策局再不能抱着各自為政
的心態。展望將來，梁振英需加強管治團
隊的合作精神。

何俊賢：可繞過反對派惠民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認為，特首梁
振英未來須採取主動，親身走到地區聽取
民意，在細微處了解市民的期望與生活困
擾。他又期望特首適度運用行政力量，繞
過反對派在立法會設立的障礙，達至令市
民感覺到快樂，體會到特區政府愛民之心
的目的。「誰對誰錯，相信歷史自有公
論。」

王國興：應逐步撤MPF對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具體提到，
過去1年，梁振英在勞工範疇着墨不多，他
期望梁振英在今屆餘下的任期，能夠逐步
推動「MPF取消對沖」機制、落實標準工
時，以及讓打工仔可以劃一享受公眾假期
等。目前反對派不斷拉布，令很多大型工
程無法落實，或者陷入「爛尾」邊緣，同
時直接影響了工人的飯碗，令香港的發展
大幅落後，實在令人感到憂慮。

獻計反「守」為「攻」順民意施良政
施政報

告關乎香
港特區政
府未來的

施政方針，每次特首宣
讀施政報告時，例必成
為全城關注的焦點，也
是各大傳媒機構記者最
忙碌的一天。為了捕捉
到最多、最精彩的時
刻，大批傳媒例必大清
早就齊集立法會大樓，
佔據有利位置，採訪整
個宣讀過程。
由於整天的工作節奏

將會十分緊張，一直對
傳媒相當體貼的立法會
秘書長陳維安，今日就
提供「溫馨服務」，由
秘書處為各在立法會大
樓採訪的記者準備咖
啡、茶、三文治和曲奇
餅，讓記者在採訪特首
發表施政報告期間，毋
須捱餓工作。

■記者 鄭治祖

「
小
曲
」
伴
咖
啡
立
會
超
貼
心

■■西九新動力遞西九新動力遞
交交 20162016 施政報施政報
告意見書告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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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