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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大家都累了，可否坐下談？
籲全社會推動對話 尋不滿根源求改變

林鄭月娥昨日邀請希望解開社會
困局的「有心人」，到禮賓府

分享有關搭建對話平台的想法，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等政府官員出席。

邀「有心人」聽「搭台」意見
據悉，獲邀者涵蓋社會各界代
表，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立法會前主席曾鈺
成，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育大
學校長張仁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
席林大輝、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
炳良，中文大學前校長沈祖堯、香
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社聯主席蔡海偉、灼見名家行
政總裁文灼非、新思維主席狄志
遠，政府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成員
麥嘉晉等20多人，探討解開香港社
會深層次「死結」的第一步。
會後，林鄭月娥在fb以《大家都
累了》為題發帖。她首先澄清，自
己昨日邀請一班希望解開社會困局
的有心人見面，並非就是真正的

「對話平台」，而是邀請他們分享
對搭建對話平台的想法，「我十分
感謝他們願意在困難的時候，走進
禮賓府，幫助我們為社會找出
路。」

重申持續抗爭非出路
她坦言，在提出構建「對話平
台」後，引起不少懷疑和批評。
「我知道在目前的困局中，社會的
怨氣很深，部分市民對政府未能全
部滿足『五大訴求』，感到非常不
滿，甚至憤怒。我不期望對話能夠
輕易解開死結，停止示威衝突，或
者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持續抗
爭並非出路。」
林鄭月娥嘆道：「今天，持不同

政見的人、不同崗位的市民，相互
之間的不滿不斷升級，甚至可能讓
仇恨滋長。經過兩個多月，大家都
累了，我們可否坐下來談一談？」
她認為，目前的困局是源於逃犯

條例修訂，但市民的不滿亦有可能
是源於政治、經濟、民生等不同範

疇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我們在呼
籲停止暴力的同時，也必須為解開
社會更深層次的『死結』提供出
路。」

尋契機各界互諒溝通
林鄭月娥表示：「過去的一周略

為平靜，我們希望藉這個契機啓動
對話。政府提倡的對話，是不分階
層、不分顏色、不分年齡……及持
續一段頗長時間的對話，最重要的
是整個社會都抱有相同信念，一起
推動，透過溝通去互相理解、放下
和寬恕。如果民間有對話平台，希
望有官員參與，我們都樂意出
席。」
她最後強調：「如何建立多元化

對話平台，我們定必繼續用心聆聽
意見。有一點肯定的，對話不是為
對話而對話，而是希望找出社會不
滿的根源和解決方向，最終達至改
變。我們希望先踏出第一步，儘管
這一步可能小得看不見，我相信也
是值得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邀請不同界別、不同光譜的人士在禮
賓府就搭建對話平台務實會談，為香港尋找出
路。與會者認同暴力不能解決問題，而回歸理
性是化解社會矛盾和對立局面的開始。他們建
議特區政府展示與多階層、多領域人士溝通的
誠意，並重視修例風波激發的深層次社會矛
盾。

唐英年：擔當文化溝通
曾表示願「獻身」促成對話的全國政協常委唐
英年在會後強調，暴力和仇恨並不能解決當前香
港的問題，只有回歸理性、溝通對話，才能修補
撕裂、消除矛盾。
他透露，自己在會上建議政府在社會不同層

面、不同環節和不同範疇建立溝通平台，例如文
化、教育、醫療、法律和體育等領域，全面、廣
泛地展開民間對話，「我可以負責在文化層面上
的溝通工作，安排特首或政府相關人士，在公
平、公開的環境下，正式展開與文化界人士的溝
通，並擔任對話平台主持人的角色。」

張炳良：獻策走出困局
獲邀參與會面的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

表示，全社會都要思考如何讓香港走出困局。
政府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成員麥嘉晉則形容，
會上氣氛平和，每位與會者都有機會發言，並
非「吹水會」，但他認為現階段特區政府「不
適宜」與示威者直接溝通，應先讓民間光譜相
互溝通、平息情緒。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
裁蔡海偉亦稱，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立
即開啓對話平台「不可行」。

葉太：持續紛爭累鬥累
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

在fb發帖指，誠如特首昨日所說，香港經過這兩
個多月來的紛爭，相信大家都累了，是時候冷靜
下來討論香港的未來，若紛爭不斷、一直糾纏下
去，最終受損的仍是每一位香港人。此前，林鄭
月娥早前到各區親身了解民情，她期望特首未來
會繼續深入了解各持份者的意見和需要，改善施
政，讓香港走出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承諾建立溝通平台，並於昨日首次

就此諮詢各界人士意見。她昨日會後在fb發帖指，明白目前社會的怨氣很深，不期望

對話能夠輕易解開死結，但持續抗爭並非出路，在呼籲停止暴力的同時，也必須為解

開社會更深層次的「死結」提供出路。「經過兩個多月，大家都累了，我們可否坐下

來談一談？」她希望全社會一起推動對話，通過溝通去互相理解、放下和寬恕，並承

諾特區政府必定繼續用心聆聽意見，找出社會不滿的根源和解決方向，最終達至改變。

回歸理性交流 互展誠意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在香港
政協青年聯會（政青）昨日舉行「反暴
力 護法治 找出路」的研討會上，與
會者指出，近期連串暴力事件，嚴重打
擊香港經濟、影響就業，但「暴風雨過
後一定是晴天」，要信任國家、信任特
區政府，青年應支持警隊維護社會治
安，支持特區政府勇於作為，迎難而
上，解決問題；支持參與今年11月區議
會選舉的愛國愛港人士；團結不同界別
的愛國力量，向青年多做正面宣傳。
是次研討會邀請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
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會長施榮懷，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陳仲尼，立
法會議員、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會長何俊
賢出席並發言。

施榮懷：積極發聲
施榮懷表示，近兩個月來的持續暴力
示威活動，不但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影
響就業，更有人出現抑鬱情緒和失眠症
狀。香港的未來也是屬於在座青年的，
面對目前的艱難時刻，大家更應支持警
隊打擊暴力，全力維護社會治安，並積
極影響身邊的朋友，發出自己的聲音。

陳勇：相信國家
陳勇認為，目前出現的暴力示威，是
背後黑手發動的一場「顏色革命」，估
計將難在短時間內解決。雖然目前的暴
風雨令人很不舒服，但暴風雨過後一定
是晴天，只要大家堅持到底，一定可以
戰勝困難，「我們香港背靠祖國，今日
我們的國家已經比以往更有底氣，因此

我們也要相信自己的國家。」

陳仲尼：支持政府
來自商界的陳仲尼說，連月來的暴力

示威活動已令酒店業生意大跌，有酒店
開始出現虧蝕，亦有員工要放無薪假。
他批評有暴徒威脅要「攬炒」，已完全
失去理性，只會進一步打擊香港經濟。
因此，在座青年一定要支持特區政府勇
於作為，迎難而上，解決問題，並呼籲
在座青年要全力支持今年11月區議會選
舉，一同守護香港。

何俊賢：愛國宣傳
何俊賢認為，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現問

題，例如取消中史必修科，更有「黃絲」
教師向學生作「政治洗腦」。他強調，身
為中國人，應以愛國愛港為中心，以支持

自己的國家為依歸。面對目前的局勢，他
呼籲在座青年要一起團結不同界別的愛國
力量，向身邊朋友多進行正面宣傳。

譚鎮國：撥亂反正
主辦單位、政青主席譚鎮國指，暴力

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倘狀況持續，
死結只會越打越實。而撥亂反正，解開
香港困局是當務之急。他希望在座青年
能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傳遞和
影響身邊更多的年輕人。
政青常務副主席容思瀚、陳志豪、吳

學明，副主席吳均偉、李奇霙、英亮、
譚綺蘅，副秘書長林鎮銘，對外交流及
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甘家茵、莊名章，政
策研究及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屈家欣、李
駿，體育委員會副主任許美娟等近60位
青年出席研討會。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面
對香港當前的亂
局，多位專業人士
發 起 「 民 眾 聯
席」，並在昨日舉
行的第一次民眾討
論上宣佈聯席的四
大宣言：恢復秩
序、重返法治；阻
止極端思想入侵校
園；重塑獅子山精
神；直面2047。
亂港暴徒連番衝擊、挑釁，但媒體

報道多有偏頗，令社會的聲音單一，
「民眾聯席」希望建構出一個能為普
通市民發聲的平台，每月舉辦一次面
對面的論壇，又會建立網頁平台，透
過嘉賓分享、訪問以及播放被反對派
刪減掉的新聞片段等多種形式節目向
社會發放正面能量。

批暴徒斷送港民主
近百名來自不同界別、階層的香港

市民參加了聯席昨日舉行的第一次民
眾討論。召集人之一的時事評論員林
勁放表示，現時的暴亂已經是一場
「顏色革命」，暴徒高叫的口號則是
劇本。他們正在外國勢力的指揮下，
步步走向毀家之路。
他續說，暴徒連番對抗警察執法，

欺凌異見者，甚至毆打記者、粗言辱
媒體等，一再違反民主原則，是實實
在在的暴民政治。假若香港人繼續以
暴力形式表達訴求，他們將會親手斷
送一直最為珍惜的民主自由。
集會主持趙麗娟指出，煽暴派、縱

暴派明顯有雙重標準，對警員使用適
當武力維持秩序百般刁難，但面對暴
徒的暴行則隻字不提。她特別提到日

前港鐵張貼的告示，裡面只有警察在
地鐵裡開槍、放催淚彈種種行為，對
暴徒的搶滅火筒、肆意破壞卻隻字不
提，內容極度偏頗。
香港很多年輕人都缺乏對國家的認

同感，她希望聯席將來有機會與教育
局溝通，提出目前教材及教員教學方
式當中對政治理解的錯誤之處並作改
善，讓香港年輕人有正確的思想面對
社會。
聯席召集人、原全國政協委員張家
敏表示，樓價持續高企，貧富懸殊的
差距巨大，令香港的年輕人對生活和
社會存有怨氣，於是以錯誤的方式發
洩，甚至出現「攬炒」的極端想法。
看到現時香港的經濟、民生、社會

狀態持續下滑讓他十分痛心，同時連
月的暴動令國際對香港的印象一落千
丈，甚至不相信香港是一個文明的地
方，香港的國際評分及競爭能力正在
節節後退。

倡政府適時扶民生
張家敏建議特區政府在局勢稍有平

復後及時就土地、扶貧、就業等領域
多下工夫，減低社會怨氣，同時針對
社會兩極分化方面下手，以平定亂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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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盼全社會一起推動對話，通過溝通去互相理解、放下和寬恕，並承諾特區政府必定繼續用
心聆聽意見。圖為她早前「落區」視察大圍街市。 資料圖片

■「民眾聯席」宣佈四大宣言：恢復秩序、重返法治；
阻止極端思想入侵校園；重塑獅子山精神；直面2047。

■林鄭月娥在fb撰文，表示樂意參與民間對話。 fb截圖

■政青昨舉行「反暴力 護法治 找出路」的研討會，邀請政界代表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