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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批周博賢損業界利益
周政綱反版權例草案 死撐為保護「二次創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選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兩名候選

人，包括爭取連任的現任議員馬逢國，及

「音樂創作人」周博賢，昨日再次在選舉

論壇上同場辯論。馬逢國質疑周博賢在政

綱中反對《2014 版權條例（修訂）草

案》，批評周博賢身為原創人卻反對對創

作界有利的法案。周博賢就死撐稱，條例

不通過雖有損創作人利益，但也要保護

「二次創作自由」云云。

兩位候選人昨日在一個電台論壇上被問及「銅鑼灣
書店」事件時，周博賢聲稱，是次事件製造了

「白色恐怖」，影響香港的「出版自由」。馬逢國反
駁指，香港的出版自由，確保了只要不違反香港法規
的刊物就能出版，在香港銷售也不應有限制，事件並
沒有影響香港在有關方面的自由。
他強調，內地有內地法規，若想通過一些渠道把

刊物銷售到內地，就有牴觸內地法規的風險，並需要
承擔後果。他強調，作為出版界，應該很清楚這一
點。

周博賢稱若當上議員定拉布
在質詢環節，馬逢國要求周博賢解釋其政綱內反

對《2014版權條例（修訂）草案》的原因。周博賢
聲稱，修訂草案會影響網民「二次創作」，又稱如
果自己當上議員，特區政府若重推原方案就會拉
布。馬逢國則指，條例不通過，最直接受害的是原
創人，並反問周博賢身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會員，是否有考慮協會和業界利益。周博賢就死撐
稱，身為創作人條例不通過肯定受影響，但也要保

護「二次創作」自由。

馬逢國推動業內選民更新共識
針對周博賢聲稱業界從業員多但選民人數不足，馬

逢國表示認同，指業界也希望有更多個人票，但此界
別不似其他功能界別有專業資格認證，難以定義選
民，例如如何界定專業運動員和業餘運動員誰應該有
選民資格等。他又表示，需要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先獲得共識，再向特區政府反映選民更新的辦
法，而自己一直推動界內溝通，取得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立法會選舉區議會（第二）功能
組別候選人、以勤力見稱的工聯
會王國興，昨日在facebook上公
佈了自己的醫療衛生政綱。王國
興對公共醫療政策及醫療券等方
面提出了具體建議，包括促進
「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擴大
公共醫療「藥物名冊」，及優化
醫療事故申訴機制；將醫療券適
用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等。

籲擴「藥物名冊」優化申訴機制
在公共醫療方面，王國興建議促進

「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緩解醫療服
務能力供應不足的積弊；要求擴大公共
醫療「藥物名冊」，及優化醫療事故申
訴機制，提高服務質量；長者醫療方面
則建議將醫療券適用年齡由70歲降至65

歲。
網民對王國興的政綱反應正面，但也提

出一些完善意見，周麗菁稱，「王國興我
支持你，希望你多點為中年人爭取看醫生
福利，中年人常骨痛，需要中醫針灸才能
醫治，中醫生針灸貴，希望政府考慮一下
中年人的健康問題，可以派發醫療券予中
年人看中醫。」「May Chan」則指：
「讚好！不過，現在較空殼，希望有更具
體的內容。」

冒雨擺街站 為打工仔打氣
王國興又在facebook上載了他赴屯門、

港鐵大學站和小西灣冒雨擺街站的圖片和
視頻，留言道：「早晨屯門！今朝早雖然
仲有雨，但我同馮沛賢，以及一班義工，
去到兆麟苑巴士站，跟返工的打工仔打打
氣。」
其後，他又發帖道：「下午趁住停雨，

我和黃宏滔立即同一班義工去到大學站，
見見放工的打工仔，為他們打打氣。」在
視頻中，王國興說：「清晨7點20分，我
和梁國鴻區議員及一班義工來到小西灣富
景商場，冒雨爭取市民支持。現在雨很
大，但是我們和全體打工仔真心一致、風
雨同路。希望打工仔們讓我這把聲音保持
在立法會，為大家爭公道、保民生。請大
家支持我、806號王國興！」

「堅持‧工道」自傳明上第二集
王國興近日上載第一集自傳式微電影

「堅持．工道」頗具專業水準，迄今播放
率已逾2.2萬次。王國興昨日預告將於明
天推出第二集，「一個關於工聯人的故
事，不但就在你身旁，還在尋常的生活
裡。敬請密切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選戰如箭在弦，競
逐連任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席的馬逢國，今次
繼續以務實作風及踏實政綱爭取選民支持。馬逢國在接
受網媒訪問時表示，業界相關政策也是十多年前制定，
經過長期實踐及社會變化，需要一個總體檢討。他建議
特區政府成立新政策局，即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統
籌這幾方面的工作，令工作效率及焦點更清晰明確。

太多撕裂對立 冀再有包容合作
馬逢國近日在接受網上媒體「點新聞」訪問時，介紹

了自己的參選政綱。他表示，過去4年，香港出現了太
多的撕裂及對立，令業界有很多訴求都難以達成，他期
望社會可以再有聆聽、包容、合作的氣氛。
馬逢國強調，業界目前面對很嚴重的空間制約問題，

期望未來可爭取如期落實啟德體育園及西九文化區設施
計劃，盡早為業界提供更多空間，讓團體及藝術家可活
動自如，實踐創作，又希望特區政府設立駐外辦事處，
或駐內地辦事處，協助文化藝術團體在各地的交流。在
新的土地開發上，特區政府也需要照顧文化藝術的發
展，如早前他提出的每區都必須有戲院及書店等。

倡設新局更聚焦
統籌文體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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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公佈醫療衛生方面的政
綱。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鄭治祖）創
新及科技是香港未來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
點。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昨
日在其facebook上載其培育資訊科技人才
的政綱。他建議特區政府採取長、短期政
策，全面彌補本港科技界人才荒，為推動
以創新科技產業為動力的新經濟模式儲備
「能源」。他特別指出，香港信息和通訊
技 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業界多年來一直深受
人才荒缺的問題所困擾。為此，他建議透
過將編程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程、推出各項
支援ICT人持續進修資助，來解決人才荒
缺的問題。
楊全盛昨日在facebook中引用了媒體的
報道；據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
康奈爾大學等機構周一在瑞士日內瓦發表
的《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瑞士蟬聯榜
首，新加坡排第六，香港特區由去年第十
一位跌至今年第十四位，中國內地今年就
首次躋身25強。他質問：「今年跌，出年
呢？再係咁停滯不前，仲要不進反退，我
哋嘅下一代點算？」

引胡瑗名言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他在其fb專頁介紹了其育ICT人才的政

綱。他先引用了北宋時代最著名的教育家
胡瑗的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
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指現代社會的新經
濟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在於人才。
作為推動新經濟發展的ICT產業，多年
來一直深受人才荒缺的問題所困擾。「香
港要應付數碼經濟的飛速發展，提升社會

整體的科技人才供應已是刻不容緩。」
他指出，香港必須有短期和長遠的發展

策略，培養科技接班人，也要協助現有
ICT人不斷吸收新技能以適應市場。因
此，他將推動政府把編程列為中小學的必
修課程，在加強未來ICT人才的供應的同
時，也培養全民的科技素養、邏輯思維和
解難能力，適應全球新經濟的競爭形勢。

冀政府加強對持續進修支援
楊全盛承諾，他在短期內會推動政府推出

各項支援ICT人持續進修的資助：ICT行業
有其特殊性，因為科技一日千里，ICT從業
員都必須不斷吸收新知識和新技能，需要不

少投資。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我認為
政府應該加強對他們持續進修的支援，例如
設立業界主導的重塑（Retooling）人才工作
坊。同時，政府可以推出「重塑技術」
（Retooling）資助，讓前線ICT人直接選擇
適合自己的培訓課程，與時並進。
他最後引述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經說

過，「培育人」就是「創造未來」，培育
「新人」就相等於創造「新的世界希
望」。「香港不乏有潛力的科技人才，政
府與業界攜手創造合適土壤，必能為香港
開拓一個美好的未來。」
資訊科技界另一候選人為「公共專業聯

盟」的莫乃光。

解ICT人才荒 全盛倡中小學必修

企出來助IT人有啖好食
立法會

選舉資訊
科技界候
選人楊全

盛，近來受反對派中人
在網上攻擊、抹黑。楊
全盛昨日在 facebook 中
感慨：「呢個廚房真係
好熱，但為咗香港嘅IT
人有啖好食，加上我心
入面真係有團火，所以
選擇企出黎（嚟），希
望大家支持我！」

■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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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全盛呼籲要設法彌補本港科技界人才荒。 網上圖片

「港獨」思潮企圖入侵校園，社會各界憂心忡
忡。校董學會主席高家裕認為，「港獨」是香港最
愚蠢的議題，因為「港獨」會為香港帶來衝擊，撕
裂社會。但教協和一些激進教師組織則稱，「教學
內容不應設任何禁區，包括『港獨』」。若然連違
憲違法的「港獨」都可以在校園內不設立場進行討
論，當年為何讓學生認識歷史現實的國民教育卻被
他們拒之門外？少數教師組織採取雙重標準，以政
治騎劫教育和學術，為鼓吹「港獨」、誤導學生，
不惜搬龍門，混淆是非，違背了為人師表的基本專
業操守。

「港獨」牴觸基本法，衝擊「一國兩制」，將令
香港付出沉重代價。不容在校園鼓吹「港獨」、荼
毒中小學生，這是社會和學校必須堅守的底線。但
是，包括教協及個別激進教師組織的代表，對社會
主流反「港獨」入侵校園的強烈呼聲置若罔聞，反
而祭出「言論自由」、「尊重學生自主」、「培養
學生獨立思考」的旗幟，甚至認為在學校內討論
「港獨」，是學生「關心社會和國家」的表現；又
指責教育局指教師不能鼓吹及宣傳「港獨」，否則
嚴懲，會造成寒蟬效應。很明顯，這些教師組織的
論調和邏輯，不過為「港獨」思潮進入學校自製方
便之門。

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既然「教學內容無禁
區」，要尊重「言論自由」、「學生自主」、「培
養獨立思考」，為何當年推行國民教育卻遭到他們
截然不同的對待？如果說引導年輕人關心社會和國
家，了解香港和國家的歷史，討論香港與國家關
係，應該是最基本的途徑。但今日力撐「港獨」入

校的教協等組織，當年卻千方百計抵制國民教育，
把幫助學生認識國家民族的國民教育污名化為「洗
腦」，更策動多次街頭抗爭要求撤回國民教育，敢
於開設國民教育科的學校更被列為「另類」。

說到底，在教協等教師組織和少數激進教師眼
中，國民教育是洪水猛獸，在香港提都不能提，不
容有立足之地；「港獨」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言
論自由」、「學術自由」。這其中的標準如何界
定，教協和這些激進教師永遠是「以我劃線」，只
是以自己的政治目的、政治需要而設定。即使「港
獨」牴觸香港的憲制地位及法律規定，受「港獨」
誤導學生勢將走上邪路，這些別有居心的組織和教
師仍刻意將鼓吹「港獨」與言論自由劃上等號，用
「討論社會問題」作為散播「港獨」的擋箭牌。這
絕對不是真正捍衛言論自由、尊重學生自主，而是
模糊是非，為向學生灌輸「港獨」思潮製造機會。

「港獨」議題涉及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大義的大
是大非問題，學校、教師有責任向學生講清楚是非
對錯，不能令學生產生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錯誤
認識，這是學校和教師最基本的責任。世界各國的
政府和法律都不會允許學校、教師引導學生分裂國
家、煽動民族仇恨。《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訂明教
師「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教師教
導學生勿支持「港獨」，培養學生的守法意識，是
教師最起碼的專業操守。教協等組織及其成員假借
「言論自由」、「尊重學生自主」，縱容在校內宣
揚「港獨」，與教育專業精神背道而馳，社會各界
必須揚清激濁，譴責和抵制一切助長「港獨」在校
內擴散的活動，保護涉世未深的莘莘學子。

反對極端教師組織雙重標準縱容「港獨」
昨日中國女排在里約奧運會八強淘汰

賽，與兩屆奧運冠軍巴西苦戰5局，最終
以3:2險勝具天時地利人和的東道主，創造
奇跡挺進四強。中國女排逆境取勝，令人
動容振奮，再次展現聞名遐邇的「中國女
排精神」。其實，「女排精神」與港人引
以為榮的「獅子山精神」異曲同工、一脈
相承，今時今日，啟示 700 萬港人自強不
息，即使面對逆境，亦應和衷共濟、迎難
而上、永不言敗，再創輝煌。

中國女排在本屆奧運步步艱辛。小組賽
先後輸給荷蘭、美國和塞爾維亞，只能以
兩勝三負的戰績勉強出線，被迫與衛冕冠
軍巴西隊狹路相逢，背水一戰。從往績
看，中國女排實力與對手有明顯差距，過
去幾年對陣巴西已遭遇18連敗。但中國女
排並無氣餒，昨日賽場上，我們目睹腿部
受傷的魏秋月滾地救球，老將徐雲麗奮力
跳殺，每一個隊員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堅韌
頑強、全力求勝的慾望，詮釋了女排主帥
郎平所言的「打出精神」。這種精神，就
是過去 35 年來被人津津樂道的「女排精
神」，具有「堅強拚搏、團結協作、勇攀
高峰」的豐富內涵。

1981年，中國女排在當時主教練袁偉民
率領下，首次在日本奪取了世界盃冠軍，
開創了「五連冠」的彪炳戰績。「女排精
神」從此成了「拚搏」的代名詞，影響範
圍遠遠超出體育範疇，已經匯聚成中華民

族精神的一部分，引領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奮發圖強。向「女排精神」致敬，最好的
方式就是將其傳承下去。如今的中國女
排，以90後、95後的小將擔大旗，上世紀
80年代中國女排的光輝歲月，她們未能親
歷，但是「女排精神」中堅持到最後一刻
的必勝信念，年輕的中國女排姑娘用行動
充分顯示，她們是當之無愧的「女排精
神」接班人。

我們對女排精神的致敬，並非僅僅因為
贏得了比賽，而是比賽中展現的團結拚搏
精神。體育比賽從來不只以成績論英雄，
努力拚搏、積極向上的精神，更值得讚頌
弘揚。女排姑娘一夜爆紅如是，傅園慧的
「洪荒之力」走紅也如是。對於中國觀眾
而言，本屆奧運實現了新的蛻變，從過去
的「金牌文化」轉變為如今的「人文文
化」，這是時代的進步，展示國人心態更
成熟，體現出中國全面崛起後成熟的國人
心態。

「女排精神」對港人並不陌生。數十年來
激勵港人進步、創造經濟奇跡的獅子山精
神，與「女排精神」一脈相承。今天，香港
雖然遇上不少困難和障礙，社會矛盾日益複
雜，但我們不應氣餒。昨日中國女排戰勝強
勁對手，創造奇跡，向港人示範什麼叫做逆
境自強，置之死地而後生。只要港人同樣堅
強地站出來，無畏艱難，同舟共濟，迎難而
上，新的輝煌必將屬於我們。

觀女排逆轉勝 勵香港迎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