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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攻議會 冀創科「全勝」
批拉布阻審議政策 盼「Reboot香港」再上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Reboot香

港，科技領航，青年共創，議政開放。」立法

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昨晚舉行「楊全盛

Reboot香港」選舉啟動大會，近三百名各界

人士到場支持，一眾資訊科技界代表更到場力

挺楊全盛。楊全盛表示，香港目前的科技政策

落後，需要盡快更新，而議會拉布讓議案審批

速度大幅減慢，拖慢香港經濟和業界發展。他

承諾倘成功進入議會，會成為業界和特區政府

的橋樑，推動完善科技政策，反映業界真實訴

求，拒絕讓政治立場凌駕業界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九龍東地方選區候選人
謝偉俊，近日推出「謝偉
俊百分百」系列影片，簡
單敘述自己的故事。他特
別提到自己當年轟動全港
的「裸照」，強調那些照
片是為了推廣自己的理
念。在當選立法會議員
後，他在九龍東各區「擺
檔」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
務，貫徹自己要當「人民
律師」的「初心」。
謝偉俊在其facebook上
載的第一集短片就由他的「舊相片」開始。短片
中，謝偉俊細閱自己小時候的相片，細味舊日的
生活，包括他在蘇屋邨的日子，又在多張家庭合
照中談到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平民化服務讓法治貼地
在第二集短片中，他以《人民律師》為題，介

紹自己1983年從大律師開始做起，後來在1997
年創辦自己的律師行，並將法律服務透明化、平
民化，不希望市民因不清楚律師行的收費和服務
而卻步。
他坦言，若不能真正將法律服務平民化、普及

化及透明化，任何人講「法治」都只是「得個講
字」。因此，他一直都希望想方法推廣法律服
務，讓市民知道當中的費用、服務及風險。
他又在短片展示自己當年「沒穿衣服」的「經

典」宣傳照。他憶述，自己在1999年40多歲時
一時衝動拍下，笑言自己不是真的沒穿衣服，而
那些照片當時是為了推廣自己的理念，及對當時
律師會對自己作不公道的打壓所作的抗議。
他認為律師不應高高在上，法律服務也不應是

小圈子。不過，有時照片會被政治對手攻擊，他
當時就因此而被律師會停牌12個月，「抗爭總有
代價。」

由擺街站到fb 推廣法律
為了貫徹自己的理念，謝偉俊表示，自2012年

當選九龍東立法會議員以來，就時常在九龍東各
區「擺檔」，舉辦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後來利用
facebook直接解答市民的法律問題，以至用有趣
的漫畫介紹法律常識，一切都是堅持「法律權
益，與生俱來」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立法會選舉如箭在弦，爭奪教育界
功能界別議席的兩位候選人，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見
圖）及教協副會長葉建源昨日出席商台《教育界選舉論壇》時，就大
中小幼的教育議題辯論。現任議員葉建源被問及要優先處理的教育議
題時，答非所問，只針對官員作政治攻擊，稱要「撤換局長」。蔡若
蓮批評對方任內只空喊口號，盡將問題政治化，而不正視急切的教育
議題。

「盲插」官員 無視業界問題
被問及倘當選將優先處理本港哪一項教育問題時，蔡若蓮回應指，應
先處理教師壓力，因教師面對課程改革、不公平待遇及家長壓力等，承
受壓力日重，甚至有人要帶着學生功課簿於旅行時評改，惟教育局至今
未有正視，包括教師人手編制等亦未有與時並進，令人失望。

葉建源則漠視實際教育問題，而只針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作批評，
稱吳無能力領導教育界，故需撤換。而論壇主持人隨即「提醒」指，
局長任期只剩不足一年。
在談及港大民主牆出現粗口大字報等問題，身為教師應如何應對

時，蔡若蓮強調，為人師表對於學生錯處理應糾正。一向避談學生行
為問題的葉建源竟一反常態聲稱「講粗口不對」。蔡即質疑道：「你
平時對學生行為問題的回應都是不願置評，例如對學生衝擊港大校委
會這些錯誤行為，為何要你表態也顯得很困難？」葉建源辯稱，類似
事件背後有其「複雜性」，「每個人也有選擇權講什麼」云云。
蔡若蓮慨嘆，社會近年趨向將教育問題政治化，政治氛圍衝擊校

園，增加學校日常教學及運作難度，亦令不少有識之士不願加入教育
局，批評擔任了立法會教育界議員4年、應解決上述現況的葉建源責
無旁貸。

在對答環節，葉建源問及曾任職教育局的
蔡若蓮為何反對立法會早前通過促請教育局
取消以「普教中」作為「遠程目標」的動
議。蔡若蓮反問道：「你反對學普通話？」
葉建源則稱「不反對」。

任教界議員 懶理學生衝擊
蔡若蓮強調，「普教中」是其中一個讓學

生學習普通話的方法，又批評該動議「有姿
勢無實際」、「根本未有解決教師的教學壓
力、學生的語言能力不配合等問題」。她補
充指，自己任職教育局時，主要支援第五組別學校的老師設計課程予
成績較差的學生，應對「普教中」困難以及處理教學語言微調等。

蔡若蓮批葉建源「教育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向關注基層市民生
活的民建聯蔣麗芸，昨晨與競選團隊到旺角與街坊見
面。有兩名殘疾人士向她表達意見：「我哋無人理，
生活艱難，淨得政府肯幫我哋，總算三餐溫飽冇問
題。」他們希望蔣麗芸能幫助他們、幫助香港，「唔
好俾人搞亂香港，到時政府無錢，最慘就係我哋呢啲
弱勢人士！」相信這正是香港普羅市民，特別是弱勢
社群的心聲吧。

弱勢期待麗芸：
勿讓港被搞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拉布的禍害人所共知，既浪費
公帑，更令其他人的努力付諸流水。立法會換屆選舉九龍西
地方選區候選人經民聯梁美芬昨日在facebook指，「最近唔
使困在會議廳點人數，有更多機會同街坊傾偈，聽多點意
見！」在fb的相片中，可見她在路邊傾聽市民意見，十分親
民。梁美芬強調，「你肯講，我肯聽！」

不用困議會點人數 美芬喜聽訴求

九東九西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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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黃國健、謝偉俊、胡穗珊、高達斌、
譚香文、呂永基、胡志偉、譚文豪、黃洋達、
陳澤滔、譚得志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吳文遠、何志光、
毛孟靜、譚國僑、朱韶洪、黃毓民、黃碧雲、
林依麗、關新偉、劉小麗、游蕙禎、李泳漢

■梁美芬落區傾聽市民意見。

■■蔣麗芸昨晨與競選蔣麗芸昨晨與競選
團隊到旺角與街坊見團隊到旺角與街坊見
面面。。 fbfb圖片圖片

■謝偉俊在短片中展示自己當年沒穿衣服的「經典」宣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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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功能界
別的「智慧城市」召集人楊全盛
昨舉行啟動大會，立法會保險界
議員陳健波及進出口界議員黃定
光均到場支持。陳健波強調，創

新科技是香港的未來，業界需要一位如楊全盛一
樣以業界利益為先的議員，但楊全盛選情嚴峻，
需要宣佈告急。黃定光則相信選民有智慧、有頭
腦，能夠作出正確選擇，送楊全盛進議會。

身兼立法會財委會主席的陳健波表示，自己當
初毛遂自薦「爭」做財委會主席，是因為眼看反
對派拉布，導致創新及科技局花了兩年多時間仍
未能成立，感到非常焦急。創新科技是香港的未
來，是年輕人的未來，他至今仍很慶幸自己當上
主席後果斷「剪布」，讓創科局得以成立，可說
為香港做了一件好事。

楊全盛選情嚴峻告急
他期望將來的資訊科技界議員會以業界發展為

先，而非把自己的政治思維排在首位。自己很少
為別人站台，但這次義不容辭要來支持楊全盛；
又表示研究過楊全盛選情，認為非常嚴峻，必須
宣佈告急，因為資訊科技界今年的選民人數忽然
從上屆的6,000多人增加至超過12,000人。

陳健波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和各階層人士
支持楊全盛，認為十分難得，再次強調「一票都不能少」，
楊全盛要打這場仗十分艱難，但只要齊心努力必定能打贏，
「希望能在議會見到你！」

莫乃光被批「搞搞震」
黃定光在為楊全盛打氣時表示，近年來立法會被稱為「垃

圾會」，是因為有激進反對派專門「搞搞震冇幫襯」，尤其
是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他說，香港經濟需要轉型，而創
新科技才是出路，因此不單只業界，香港市民都很期盼楊全
盛能在這次選舉打一場漂亮的勝仗，成功進入議會。

他相信，業界選民的頭腦是聰明的，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能夠在這次選舉中作出正確的選擇。「楊全盛，我預
祝你成功！」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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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回顧「人民律師」從政路

楊全盛昨晚在大會上發言時表示，未來香港創新
科技一定會帶領香港經濟發展，而創新科技政

策也和業界利益息息相關，但他看到，香港沒有完
整的創科政策，很多法例無法跟上科技發展。他形
容香港無論是資訊科技還是經濟發展，都如同「龜
兔賽跑」一樣，十多二十年前曾有輝煌成就，但現
時已慢慢被周邊其他競爭對手迎頭趕上。
他舉例，上月內地已經出台政策讓Uber合法化，

但反觀香港，雖然口講要擁抱共享經濟，卻仍在拘
捕Uber司機。他反問道：「這樣如何推動新經
濟？」

應推動政策非癱瘓議會
楊全盛坦言，過去議會出現很多阻滯，10年前財
委會審批議案的平均時間為3個月，但現時竟然長
達9個月，通過的政府撥款和新工程亦大幅減少，
以上種種均阻礙了經濟發展，讓香港無法向前。香
港需要有人成為政府和業界溝通的橋樑，在議會內
與政府一起更新、推進和完善創新科技政策，讓社
會經濟向前走，而非癱瘓議會。
他強調，自己當選以後，會設立一個網上議政平

台，將資訊科技及具爭議性的議題放上平台，讓資
訊科技界選民直接投票，讓所有業界人士能表達真
實訴求，不再讓政治立場凌駕業界利益。
楊全盛又與到場支持的業界人士進行大合照，並

一同高呼「Reboot Hong Kong！楊全盛必勝！」，
寓意香港發展就如電腦主機上的「Reboot」按鍵一
樣，需要重新啟動。楊全盛最後表示，香港接下來
將面對很多挑戰，而自己願意站出來把困難逐項解
決，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邱達根讚一直無私奉獻
各知名業界代表都分別發言為楊全盛打氣。香港

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讚揚，楊全盛過去全心全
意為IT界作出很多努力，由軟件行業協會到智慧城
市聯盟，他的無私奉獻大家有目共睹。
他表示，自己十分認同楊全盛的理念，特別是香

港目前的創新科技已落後太多，不能再蹉跎歲月，
而楊全盛在資訊科技界有相當豐富的經驗，相信可
以帶領業界追上「創新」的一步，同時守護專業發
展。
鳳溪公立學校行政總裁、資訊科技教育先驅馬紹

良表示，自己作為教育界和IT界的中間人，「等咗
今日好耐」，因為多年來看到現任資訊科技界議員
莫乃光「無做功夫」，令業界形勢持續下滑。
他認為，香港創新科技教育在過去10多年停滯不

前，已被亞太多個國家及地區超越，必須盡快提升
相關教育水平，而楊全盛在這方面有很多創新的理
念，為香港教育的前途作出很大貢獻，「楊全盛，
睇你啦！」

城大副校舉三優勢勝任
城市大學副校長、香港賽馬會資訊科技事務執行

總監李惠光表示，自己在IT界工作多年，認為IT專
業是十分重要，但得不到社會認同亦吸引不到最優
秀的大學生。他期望將來業界在楊全盛的帶領之
下，可以提升IT專業在香港的發展，發揮IT人的力
量。
他認為楊全盛絕對能勝任這個工作，因為他符合

三個條件：一是有全面深思熟慮的政綱，能夠照顧
IT各方面發展的需要；二是有能力落實所有政綱；
三是能團結各方面的力量為落實他的政綱作貢獻。
資訊科技界候選人還包括現任議員莫乃光。

■昨有近三百名各界人士出席大會，一眾資訊科技界代表更到場力挺楊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