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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昨日舉行2016年新春酒會，張曉明主任在致
辭時強調，香港的發展要始終堅定「一國兩制」的正
確方向，要着力提升自身經濟競爭力。因此，他特別
呼籲香港各界人士要共同支持特區政府，推動全社會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上來，集中到提高香港競
爭力上來，對那些任性地耽誤香港發展的現象，大家
要站出來大聲說「唔得嘅」(即說「不」)。這番話語
重心長、切中時弊，既指出了香港未來發展中的核心
問題，更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呼籲全港市民團結一
心，形成強大的輿論聲勢，遏制反對派的倒行逆施行
為，確保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目標全面落
實。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的中聯辦新春酒會都會受到
全城矚目。張曉明主任在昨日的致辭中，首先回顧了
去年國家的盛事、成就及香港的情況。他說，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年底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述職
報告時指出，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
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
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張曉明指出，「不會變、不動搖」宣示了中央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誠意和自信。「不走
樣、不變形」則是提示我們，香港在實踐「一國兩
制」的過程中不能「跑偏」。因此，香港的發展要始
終堅定「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

張曉明的這番話，指出了香港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
和政治基礎。回歸18年多以來，香港各方面事業不斷
發展，既有輝煌燦爛的成就，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訓；
有經濟持續增長的收穫，也有境況一度低迷的波折。
但是，無論什麼樣的環境之下，香港都要沿着「一國
兩制」的正確方向去發展，必須始終堅持全面準確地

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既尊重「兩制」差異，又
堅持「一國」原則；既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又維護中央權力；既充分享有基本法和香港法律
賦予的各種權利與自由，又切實履行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義務與責任。這是香港在正確道路
上發展的政治基礎，一旦動搖、偏離，香港的發展必
定會出大問題。

在把握正確方向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獲得
成功的現實體現，就是香港保持並且不斷提升自身經
濟競爭力，確保長期繁榮穩定，民生持續改善，市民
安居樂業。張曉明指出，「面對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
國際和地區競爭，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已有優勢，繼續
被高看一眼，取決於經濟發展情況」。這番話點出了
香港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和隱憂，就是歸結到一點：
能否把經濟搞上去。經濟搞得好，香港的優勢地位就
能保持，世人就能對香港保持信心；如果經濟搞不
好，出現大幅倒退，政府財政枯澀，就不僅國際地位
難保，民生改善也會成了一句空話！可以說，面對當
前經濟不景迫在眉睫的情況，妥善應對好危機，保持
經濟發展並改善市民生活，就是最大的政治。

但現時香港怪象、亂象不少，最令市民憎恨的是
立法會裡反對派議員肆意拉布，阻撓政府發展經濟
和改善民生的法案通過。還有少數人以種種理由來
干擾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這些行為愈演愈烈，成
為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政治任性」。如果聽之任
之，香港的發展將被嚴重拖延，未來前景不堪設
想。因此，張曉明特別用廣東話呼籲各界人士對那
些 任 性 地 耽 誤 香 港 發 展 的 現 象 要 站 出 來 大 聲 說
「不」。他的話，說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一定會
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和響應。

對任性誤港行為大聲說「唔得嘅」
港大校委會昨日開會，一致通過成立專

責小組檢討《香港大學條例》，但有港大
學生仍不滿足，竟然發難衝擊會場大樓，
圍堵校委。港大少數學生重演去年粗暴圍
堵校委的鬧劇，不文明、不民主，違反
「明德格物」校訓和尊師重道精神，必定
受到全社會的譴責和反對。校委會已經回
應學生訴求，罷課學生卻得寸進尺，繼續
以粗暴野蠻手段施壓，暴露鬧事學生企圖
用政治逼宮手段，破壞港大行之有效的制
度，衝擊港大的獨立運作，最終奪取港大
管治權。

去年7月28日晚，港大校委會審議副校
長任命事宜，結果發生部分港大學生會成
員包圍衝擊會場的事件，有校委在混亂中
受傷不適。學生的粗暴行徑引起社會各界
猛烈抨擊，直斥事件令港大聲譽嚴重受
損。但少數港大學生，執迷不悟，重施故
伎，昨日圍堵校委的一幕，完全是去年圍
堵事件的翻版，而且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
不及。新任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及部分校委
在會議結束後被重重包圍，不能離開大
學，形同遭「變相禁錮」；校委紀文鳳遭
學生包圍近一小時未能離開，報警表示頭
暈，要求救護員接離現場，竟然不獲學生
放行。在港大這所百年高等學府，少數學
生包圍學校管理層、挑戰學校制度，行為
恍如街頭暴徒，目空一切，蠻不講理，只
識以暴力表達訴求，不能不令人震驚心
寒，更應受到社會各界的嚴厲譴責。

近日港大學生罷課，要求校委會接納四
項訴求，包括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大
學條例》、廢除特首作為必然校監等。昨
日校委會已經同意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大
學的管治及有效性，為免學生誤會，更專
門發稿澄清；校委會又表示，歡迎大學各
持份者及公眾人士，向專責小組提交意
見。校委張達明特別向現場學生傳達有關
信息，並指出學生代表馮敬恩亦支持有關
決定，希望釋除學生的疑慮。可見，校委
會積極、合理回應罷課學生訴求，並非固
執己見。但是，罷課學生並不理會校委會
的誠意，反而將抗爭行動升級。罷課搞手
之一的梁麗幗拋出一大堆「不信任」校委
會的理由，要求與李國章直接對話，不肯
結束圍堵行動，明顯是要逼校委會即時全
盤接受罷課的四項訴求，不容有商量的餘
地，暴露學生並非志在對話，而是要凌駕
於校委會之上，成為「港大話事人」。

按照《香港大學條例》，校委會才是港
大最高權力機構，有權決定學校管理的一
切事務。罷課學生不尊重校委會的決定，
出爾反爾，再次企圖以粗暴激進的行為，
逼校委會就範，粗暴干預校委會決定，破
壞港大院校自主、學術自由，這是對港大
最大的傷害。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就是
要彰顯德行，擇優探究事物原理。少數港
大學生對校委會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失
卻道德操守和事事求真的態度，與港大校
訓格格不入，實在是港大之恥。

重演圍堵校委鬧劇 政治逼宮意在奪權

各界認同張講話 走正路勇發聲
團結聚焦正確方向 糾正拉布讓社會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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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中聯辦昨日的新春酒會上，主任
張曉明回顧了國家過去一年的一系列大事，包括抗戰勝利70周年閱
兵儀式順利舉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正式成立、屠
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等，說明國家去
年在維持世界和平、經濟、科技及外交等範疇都取得巨大成就。展
望今年，國家將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儘管經濟面臨
下行壓力，還會遇到各種風險，但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
全國上下穩健地邁向「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長遠仍然看好。
張曉明昨日在致辭中表示，國家在過去一年有許多重要的歷史瞬

間，讓每個中國人都深有感觸、難以忘懷：

向全世界展示強大自信
「我們都會記得，『9．3閱兵』時，習近平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
嚴宣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那一幕。」張曉明表
示，70年前還在為民族存亡浴血奮戰的中華兒女，今天向全世界展
出恢宏的陣勢、強大的自信和對和平的珍愛。
「我們都會記得，12月25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亞投行正式成立
的那一幕。」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國際開發銀行，是國家
經濟實力躍升的又一個新標誌。去年，國家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近68
萬億元人民幣，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分之一，而「一帶
一路」倡議得到積極響應、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
權貨幣籃子，同樣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投下的信心票。

越來越多創科成果貢獻
「我們都會記得，12月7日，一張中國女性的面孔出現在瑞典卡羅琳

醫學院諾貝爾大廳的那一幕。」張曉明說，屠呦呦成為中國內地第一位
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而國家自主研製的C919大型客機同
樣在去年總裝下線，加上中國超級電腦破世界紀錄蟬聯「六連冠」、中
國高鐵走進印尼、中國核電出口英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必將有

越來越多的科技創造和文明成果貢獻於人類。」
「我們都會記得，10月20日，倫敦塔等處的上空響起103響禮炮的那一幕。」

他表示，古老的西方大國（即英國）用最隆重的禮遇歡迎中國最高領導人到訪，
友好的氣氛一直延伸到郊外的鄉村酒吧，而從紅場閱兵（習主席訪俄）到白宮秋
敍（習主席訪美），從聯合國峰會到巴黎氣候大會，從G20（二十國集團）到
APEC（亞太經合組織），「中國不能缺席的國際場合越來越多，中國聲音的份量
越來越重，國家領導人直接引領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

中華民族添新尊嚴榮耀
張曉明認為，這一幕幕場景、一件件大事，讓曾經歷盡磨難的中華民族增添了

新的尊嚴與榮耀，並進一步凝聚成強大的精神力量。
展望新一年，國家將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十三五」規劃將付諸

實行。他指出，儘管國家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還很大，也還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
但國家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
徵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
態勢沒有變。「全國上下正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指導
下，更加穩健地邁向『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各界：港「追落後」需借力國家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昨晚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指出，香港
的發展需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
家發展大勢。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張主任一
語道出目前香港的實際情況，也是很多香港
市民的心聲：反對派近年惡意撕裂社會，令
香港內耗不斷，已令香港的發展落後於大形
勢，倘要「追落後」，就必須把握國家發展
的大機遇，否則「蘇州過後無艇搭」。

經濟持續發展方能支撐民生措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普華永道 /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高級顧問雷添良昨日表示，張曉
明主任指香港發展需要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借力國家發展大勢。這番說話，同樣也是
很多香港市民的心聲：隨着全球經濟下行，大
家十分擔心未來兩年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香
港是開放式的經濟體系，會面對更多的挑戰。
他認為，張主任道出必須讓香港經濟能夠

持續發展，香港的民生措施才會得到財政足
夠的支撐。可惜，香港的政治環境正處於
「水深火熱」，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倘若

續耽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希望大家三
思。新一年，他希望大家思考未來的發展，
彼此齊心一致，將香港經濟搞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
出，香港過去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近
年內耗不斷，已經出現「大落後」的情況。
他舉例說，西九龍用地目前仍然空置着「養
草」，而新加坡的帆船酒店計劃起步較香港
晚，但至今已經營運了兩年。
他坦言，香港的優勢已過，但倘能坐上
「超速快車」，成功借助國家的大勢頭，也
可以「追落後」，倘繼續內耗，機會一旦流
走，日後要追也「有心無力」、「蘇州過後
無艇搭。」

張曉明談國家發展金句摘要
■我們都會記得：「9·3閱兵」時，習近平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
宣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那一幕。

■我們都會記得，12月25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亞投行正式成立
的那一幕。

■我們都會記得，12月7日，一張中國女性的面孔出現在瑞典卡羅
琳醫學院諾貝爾大廳的那一幕。

■我們都會記得，10月20日，倫敦塔等處的上空響起103響禮炮
的那一幕。

■以上這一幕幕場景、一件件大事，讓我們這個曾經歷盡磨難的民族
增添了新的尊嚴與榮耀，並進一步凝聚成強大的精神力量。

■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
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
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全國上下正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指
導下，更加穩健地邁向「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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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庭佳、鄭治
祖）香港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昨日在新春酒
會致辭中強調，香港
在實踐「一國兩制」
的過程中不能「跑
偏」，又提醒港人
要對任性耽誤香港
發展的現象大聲說
「不」。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認同，為
了香港的未來，大
家都應團結一致，
聚焦在正確方向，
走 正 路 不 要 走 歪
路 ， 更 要 勇 於 發
聲，糾正反對派在
議會拉布等行為，
否則將白白浪費香
港過去數代人付出
的努力，香港社會
將無法向前發展。

■眾主禮嘉
賓在新春酒
會上祝酒。
其中，張曉
明主任在致
辭中強調，
香港在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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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過程
中不能「跑
偏」。
曾慶威 攝

葉國謙：「不合作」癱立會阻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

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認同，政改方
案的討論令港人對「一國兩制」及
香港基本法有更全面的認識，張主
任是次是希望重申全面、準確按照
香港基本法辦事對未來香港政制發
展的重要。他又慨嘆，反對派議員
的「不合作運動」令立法會幾近癱
瘓，所為「真係唔得嘅」：「咁樣
搞落去，香港點搞？咁多工程，只
有數十億撥款獲批，很多法例唔能
夠通過，每樣嘢都被扯住，香港社
會根本唔能夠向前發展。」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張主
任是在提醒港人要把握好未來發展的
趨勢，順勢而行，而所謂「任性地耽
誤香港發展的現象」，所指的正是立
法會內嚴重、瘋狂拉布，「拉布癱瘓
政府事務、重要的基建工程及很多應
該通過的法例，我想他是有感而
發。」

楊釗：數代人努力須珍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

會長楊釗指出，香港能有今天的成
就，是數代人一起付出的努力，大
家必須珍惜，共同做好本分，香港
才能發展。港人應該團結一致，為
國家、為香港出一分力，聚焦在正
確的方向，遇有激進及破壞行為
時，必須勇於發聲糾正。
他又認同，大家在討論政改的過

程中都上了一課，既然有人選擇了
否決政改方案的路，就應該尊重結
果，「凡事都有兩面。既然作出了
選擇，就必須向前走。大家應該坐
下來，討論出一個彼此都能夠接受
的發展方向。」

田北辰：拖跨高鐵大橋搞破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副主

席田北辰直言，張主任已說得很大
方得體，「他對事不對人，不刻意
去講某些人，只是說這種行為。」

他認為，張主任所指的是「佔領」
行動，以至現時無理的拉布，「他
們（反對派）對版權修訂條例有立
場，要求再有修訂，我是明白的，
但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已投放了數百
億元，為什麼還要拖下去呢？這些
就是搞破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指出，
立法會的角色十分重要，但若不斷
被拉布行為困擾，將令到很多工務
工程無法「上馬」，不但浪費時間
更令工程造價上升，「這些受工程
延誤而多花的費用，可以從數十至
數百億元不等，若把這筆款項投放
到其他社會服務，我相信會更理
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指出，張主任務
實地介紹了國家過去一年和未來
的發展，令人對香港未來的發展
也充滿信心及希望。他期望，香
港社會各界都走正路，為香港發
展努力。

■■霍震寰霍震寰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鄭家純鄭家純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吳光正吳光正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李嘉誠李嘉誠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