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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立法會首次開會宣誓時「青症雙邪」梁
頌恆、游蕙禎，及「瀆誓四丑」姚松炎、劉小
麗、梁國雄及羅冠聰在宣誓時「玩嘢」，其中
「雙邪」在宣誓時展示宣揚「港獨」的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
國）布條，游蕙禎更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People's Re-fuxking of 支那」，用
上粗口並宣揚日本侵華時侮辱中國人的字眼
等；劉小麗則以「龜速」讀出誓詞；姚松炎在
誓詞「加料」；羅冠聰以反問語氣讀出「中華
人民共和國」，更在宣誓前高呼口號；梁國雄

則在宣誓時手持黃傘及道具，高喊口號，並撕
爛道具等。
對於該等離譜行為，社會各界團結一致表示

反感，時任特首的梁振英和律政司入稟要求司
法覆核他們的宣誓是否有效，有關案件在今年
陸續有結果，裁定了宣誓必須莊嚴、真誠等原
則。「雙邪」上訴至終審法院後被判「終極敗
訴」，「四丑」亦同樣在今年7月14日被判敗
訴，但劉小麗、梁國雄其後均提出上訴。不
過，6人的議席已經懸空，清除了立法會內的
不守法者。

撐司法覆核 DQ瀆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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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港覓賢能 高票選林鄭

在上任特首梁振英宣佈不競逐連任的情況
下，社會急需有位優秀領袖出來擔起這份重
任。原本官至政務司司長、打算換屆就退休的
林鄭月娥，最終決定放棄退休計劃、犧牲與家
人相處時間，為香港再做點事。
結果，在今年3月26日舉行的特首選舉中，
林鄭月娥在首輪投票即以777票的大熱姿態勝
出選舉，成為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
這顯然是愛國愛港陣營齊心協力、為香港選賢

任能的結果。
林鄭月娥上任後，積極發展民生、推動經

濟，在政府內部進行適當的革新，以吸納更多
民情民意，包括年輕人的聲音。
在她的領導下，36億元教育新資源在近年拉
布成瘋下相對快速通過，連反對派亦表示認
同，其首份施政報告，推出250多項措施，為
歷屆之最，其民意支持度亦創下近年新高，確
實有效帶領社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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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立法會受拉布所累，多項撥款遲遲未能
批出，香港市民在此情況下越見團結，紛紛發
起集會、請願，向立法會議員表達希望通過撥
款的強烈訴求。
例如今年3月，在立法會上一年度財委會開
會至當時，新工程項目「一蚊都未批過」的情
況下，由16個建造業界機構組成的建造業大聯
盟、共約3,000人就到立法會外舉辦反拉布示
威集會，促請議員以大局為重，停止無理拉
布。
在上年度財委會最後一次會議，反對派企圖

「政治綁架」，藉拉住36億元教育新資源以
「報仇」特區政府DQ反對派中人時，社會厲
聲疾呼，最終反對派亦不敢不讓36億元議案通
過，總算保住了眾多師生的福利，同時還通過
了多項小型工務工程撥款，包括3醫院擴建及
重建計劃。
不過，東涌新市鎮擴展，沙嶺墳場興建骨灰

安置所、火葬場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中九龍
幹線主要工程，油麻地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
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公務員薪酬調整當
時依然不幸被拉死。

各界反拉布 發聲挺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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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從根本上處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瘋狂拉布
的問題，建制派議員在分組點票均佔人數優勢
時，把握機會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
以控制反對派的拉布行為。
為了做好這件事情，建制派議員無懼反對派
的拉布怪招，實行加會加至「不過不散」，一齊
「坐定定」在會議廳內，以減少反對派點算人
數、製造流會的風險，盡快通過有關修訂。
至今屆立法會復會後，反對派多次用怪招拉
布，並幾乎事事都拉布，建制派亦更懂得應
對，以避免流會或浪費更多時間。除了大家有
默契地安排好留在議會和離開議會的時間，以

減少反對派點人數的次數外，建制派亦懂得先
行一步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避免議會用了數小
時討論原議案後，反對派才提出「中止待續」
增加每人15分鐘的發言時間。
最終，《議事規則》的修訂於本月15日的
會議上順利通過，內容包括將立法會全體委
員會法定人數由35人減至20人；「流會」後
主席可在任何時間、任何日子要求復會；立
法會大會或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和合併議員
提出的、內容類似的修正案，及不准提出瑣
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等，令反對派將無
法再肆意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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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挺修議規 議會止「拉瘋」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明年第三季通車，
「一地兩檢」安排縱是會引起爭議的項
目，但亦須積極推行，特區政府在今年7月
下旬就推出了「一地兩檢」三步走的方
案，循序漸進、按足步驟去推動落實「一
地兩檢」，有關做法亦獲得愛國愛港陣營
的廣泛支持和認同。時隔5個月，「一地兩
檢」三步走已踏出了兩步，包括在上月與
廣東省政府簽署在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完成三步走程
序的第一步，並於日前就合作安排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批准，完成第二步。
特區政府表示，會爭取在明年2月初前向
立法會提交本地立法的修例草案，以做到
明年第三季順利通車的目標。

為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匯聚全港不
同層面、不同行業、不同團體的香港各界
慶典委員會舉辦了逾530項慶祝活動，其
中逾50項屬全港層面，逾480項屬地區
層面。
系列活動耗資約1,000萬元，逾3,000個
團體參與，吸引逾100萬人次入場，令全港

市民都感受到濃烈的慶祝回歸氣氛。
在眾多活動中，既有「創科驅動 成就夢
想」科技展，展示國家的科研實力、也有各
項藝能比賽讓香港市民參與，更有名家作
品、歌舞藝術表演供市民觀賞，逾千間大小
商戶更在7月1日前後舉辦全港購物節，提
供購物及飲食等優惠。

慶回歸廿載 社會添濃情

十九大報告以歷來最長篇幅去講述有關
港澳的內容，強調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報告還指出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

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
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
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
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
責任。
報告強調，中央會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推進內地
與港澳的互利合作，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
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對於有關內容，香港各界社會均表示鼓

舞，亦熱切回應，各界紛紛舉辦學習十九大
精神的講座或活動。
此外，香港社會間亦不時有團體舉辦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活動，
希望推動港人對有關議題的認識，探索發展
機會，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經濟
再起飛的良好機遇。

學習十九大 抓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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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團總會舉行「學習十九大精神座談會」，近千人出席。 資料圖片

一場違法「佔領」，令大學校園由學問之地，
淪為政治戰場，「港獨」標語及橫額橫行霸道，
冷血而惡毒的咒罵不絕於耳。不過，「佔領」的
始作俑者、「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至今仍未
受法律制裁，其在香港大學的教席更未見動搖，
使其可以繼續以所謂「學者」身份教學生「違法
達義」。約4,000名市民今年9月打破沉默，吶
喊「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
要求港大革走戴耀廷之聲響徹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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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中的激進派近年冒起，香港社

會在經歷違法「佔領」、旺角暴亂之

後，今年雖然未見有大型擾亂社會秩序

的事件，但議會內仍是爭拗不斷、校園

間仍然偶爾冒出冷血、仇恨的言論。

還幸，愛國愛港陣營近年更見團結，

大聲地對邪說歪理說「不」，終於也能

力抗議會亂局，通過撥款、促成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的修訂；推進「一

地兩檢」踏入第三步；取消辱國、不真誠宣誓者的議員資格；團結反

「港獨」、反仇恨的力量；選出以新風格帶領香港的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各界紛紛舉辦多項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活動、組織不同界別

認識「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共同謀發展。

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一年愛國愛港力量所達成的八大壯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促「一地兩檢」爭明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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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人吶喊 促革走「戴丑」

■■建制派建制派「「我要坐高鐵我要坐高鐵」」造勢造勢
啟動禮早前在美孚舉行啟動禮早前在美孚舉行，，民建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及立法會議員蔣聯主席李慧琼及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亦有出席活動麗芸亦有出席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建造業大聯盟建造業大聯盟33．．1919
反拉布示威集會反拉布示威集會，，表達表達
業界要求立法會財務委業界要求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
主席剪布主席剪布，，從速讓項目從速讓項目
進行表決的訴求進行表決的訴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組織屬會舉行嘉年華，熱烈慶祝回歸20周年。 資料圖片

■4000人參加「反『港獨』、反冷血、
反偽學—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