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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幟鮮明反旗幟鮮明反「「佔中佔中」」
力揭力揭「「黑金黑金」」撐撐釋法釋法

「佔中」歷時79天，是香港回歸以
來最嚴峻的社會事件。它撕裂了

香港社會，給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形象帶
來重大傷害。《大公報》在這場鬥爭中
旗幟鮮明，揭露「佔中」搞手的真面
目，號召民眾表明反「佔中」、反「港
獨」的民意，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執
法，撥亂反正。
從2013年「佔中」論剛剛冒頭開始，
它就受到香港社會有識之士的質疑和批
判。150萬人簽名反「佔中」，逾19萬
人參加反「佔中」大遊行，彰顯大多數
香港人反「港獨」、反「佔中」的主流
民意，打破反對派的輿論壟斷。
《大公報》一直大力揭露「佔中」運
動背後的「黑金」和外力介入，喚醒市

民和學生不要因一腔民主熱情，而盲目
聽從政客的教唆和擺佈。
在反對派勢力開始醞釀和宣傳「佔

中」的2013年，《大公報》就頻頻刊文
披露《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向立法
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大派黑錢，幕後串
連，鼓吹「佔中」亂港，而黎智英的
「黑金」本身也來路不明，與美國某些
著名反華反共組織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黎智英違法向議員私下輸送「黑金」的
問題也受到廉署立案調查。
在學聯與「學民思潮」發起罷課，並

煽動學生率先衝擊政總廣場後，「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於9月28日凌晨宣佈
正式啟動「佔中」。警方維護公眾秩
序，當日傍晚奉命施放催淚彈欲驅散人

群，而「佔中」者則以雨傘抵抗，集聚
不散。在雙方對峙下，「佔中」演變成
持久戰。

譴責旺暴 追究刑責
「佔中」曠日持久，警方承受最大的
壓力。不但隨時要應對「佔中」者的挑
釁，亦要在「佔中」者與反「佔中」市
民發生紛爭時出面排解，而這種紛爭越
來越多。《大公報》代表市民發聲，支
持警方執法，撥亂反正，讓香港回復法
治秩序。
在「佔中」事件一年多後，對「佔
中」失敗不滿的激進組織和激進青年再
次在旺角撩起事端，釀成暴亂。《大公
報》和廣大市民站在一邊譴責暴亂，同

時指出必須嚴肅法治，對「佔中」和旺
暴的搞手和事件中的觸犯刑罪者堅決追
究其法律責任。

支持釋法 驅逐小丑
「佔中」對香港社會造成的撕裂影響
是深重的，激進「本土派」勢力藉此在
政壇抬頭，公然打出了「港獨」的旗
號，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成為「港
獨」與反「港獨」的一場嚴峻鬥爭。特
區政府嚴格執法，要求參選者表明是否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把
「港獨」團體的提名人「封殺」投票之
前。但仍有部分漏網之魚混進了立法
會，他們在立法會議員宣誓的環節或怪
聲怪調，破壞誓詞的完整性；或展示非
法旗幟和道具，玷污宣誓儀式，這些醜
陋的表演通過電視播出後，激起了民眾
的極大憤慨。
《大公報》和全港人民一起，譴責「港

獨」小丑的表演，強烈呼籲政府予以制
裁。最終政府和法庭以「宣誓無效」褫奪
了這些小丑「議員」的議席，有力地打擊
了政壇「港獨」勢力的囂張氣焰。

香港與內地，
同根同源，心意
相連。最能體現
兩地親情血濃於
水的，是2008年
的汶川大地震。
那一年，在造

成69,282人死亡、374,643人受傷，17,923人失蹤，山
崩地裂的大天災面前，舉國上下共同譜寫了一曲感動世
界的抗震救災壯歌。香港也不甘人後。特區政府派出了
專業拯救隊馳援救災，義工和慈善團體組織物資送往災
區，包括《大公報》在內的港媒記者走進震區，報道災
情和救災狀況，全港掀起捐款救災的空前熱潮，20年後
回顧，當時情景仍歷歷在目，令人熱血沸騰。

大愛無疆 凝聚人心
人命救援，爭分奪秒；災後重建，合力同心。《大公

報》和四川省政府新聞辦、新華社亞太總分社攜手，在地
震後不到一個月，籌劃舉辦了大型抗震救災圖片展《大愛
無疆》並組織書畫義賣，圖片展在香港社會引起強烈反
響，一周內有數萬人觀展。展出的三百多幅圖片，再現了
汶川地震的嚴重災情，展示了中華民族在災難面前共渡難
關的頑強精神和大愛之情，為大災後的人心凝聚、支援災
區重建作出貢獻。溫家寶總理親筆致信《大公報》社長，
給予了高度評價：「你們懷着愛心和責任感，在香港舉辦
了抗震救災圖片展等一系列活動，為支援災區做了有益的
事情。我謹向你們和香港同胞表示敬意。」
捐款救災，不僅富商和大企業慷慨解囊，普通市民也
踴躍參與。最令人感動的是小學生們，不少人把自己整
個月的零用錢全部捐出，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全港73
間中小學和幼稚園師生共捐獻出484萬港元，由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代表贈予四川學校協助重建工作。

談到香港與內地的民間交流，人們必定想
到中國奧運金牌選手香江行。從1988年漢城
奧運開始，四年一度，從不爽約，每次金牌
選手到來，港人都歡樂如同節日。
奧運情結是港人愛國情懷最直白的流

露，港人對國家體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是
真摯的。國家也深知這一點，因此第一時
間把金牌選手送來香港，讓港人分享自豪
和快樂。
早在國家經濟尚不發達之時，香港愛國商

人霍英東、曾憲梓等就為中國體育事業的發
展慷慨解囊。霍英東首先設下億元體育基
金，獎勵在奧運會上奪得獎牌的中國選手。
所以國家體育總局說，奧運金牌健兒訪港這
一「特殊約定」，也是國家對港人的答謝和
回報。

利偉旋風 席捲全城
2003年5月，中國神舟五號首次成功載人

航天飛行，楊利偉頓時成了家喻戶曉的國民
英雄。同年10月31日到11月5日，特區政府

邀請到楊利偉來訪香港，並同時借來神舟五
號太空艙等實物在香港展出，四日引來逾十
萬人觀看，在香江掀起一股「太空熱」。借
着這股熱潮，《大公報》和教統局合作舉辦
「神舟五號升空徵文比賽」，收到來自大、
中、小學的逾一千二百篇參賽作品，許多參
賽學生都在參賽徵文中熱情洋溢地表達了對
中國科技成就的欣喜與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感。神舟太空人的訪港客觀上成了最深入人
心的一次國民教育。

2014年，香港社會捲起一股「港獨」逆流。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利用港人

期待早日實現真正民主普選的心理，打出「公民抗命」的旗號，公然鼓吹「佔領中環」，以癱瘓社會

的違法方式表達政改訴求。政客的這些政治圖謀，與近年兩地民間摩擦釀成的激進「本土意識」一拍

即合，煽惑了相當一部分思想偏激的市民。儘管這些人在香港七百萬市民中並不佔多數，但思想偏

激，頭腦衝動，熱衷街頭抗爭，充當了一連串「佔領」行動的馬前卒，氣焰甚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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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不爽約 奧運群星訪香港

■中國奧運金牌選手訪港，從1988年漢城奧運開始，四年一度，從不爽約。

■中國第一個太空人楊利偉征服了無數港人
的心。

■■「「佔中佔中」」者的雨傘不但用作防胡椒者的雨傘不但用作防胡椒
噴霧的噴霧的「「盾牌盾牌」，」，也常用作也常用作武器武器。。

■■「「佔中佔中」」者用者用雨傘和鐵馬與警方對峙雨傘和鐵馬與警方對峙。。

■《大公報》記者盛北星（左）在
現場採訪。

■■市民參觀市民參觀《《大愛無疆大愛無疆》》圖片展圖片展。。

■■香港的專業搜救隊在震區搜救香港的專業搜救隊在震區搜救。。

2017年，特首選舉再度成為香
港政壇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對決焦
點。這次鬥爭的焦點在於，香港
政治舞台的反對派勢力集結一
起，企圖成為「造王者」，以
選票誘使特首候選人在「反
佔」、「反獨」、政改、維護基
本法權威性等大是大非問題上作
出讓步，全面否定特區政府的政
策方針。《大公報》以穩定香港
大局為重，呼籲建制力量團結一
致，不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支
持獲得中央充分信任的愛國愛港
人士任特首，堅定投林鄭月娥一
票。
2017年3月26日，林鄭月娥

高票當選新一屆特首，反對派的
「造王」幻想完全破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