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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譚惠珠昨日發言時，呼籲集會者向
身邊人解說警方的工作，告訴他們：第
一，警察是保護人和維護公共秩序的，
如果沒人衝擊警察、沒人傷害第三者，
警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第二，警察使
用武力是有限制的，他們使用最低武力
維持社會治安，並且有監警會監管他
們；第三，香港警察相比德國、英國、
美國警察在暴亂期間的執法，所採取的
態度是最文明的。
譚惠珠還就是否需派駐軍解決香港問

題作出回應，她指基本法第十四條寫明
當香港面對不能處理的情況，而特區政
府亦要求協助，解放軍是可以出動，更
重要的是解放軍是「一國兩制」的重要

組成部分，所以
動用解放軍並不
代表「一國兩
制」不存在，而
是在「一國兩
制」的機制上發
揮作用。
不 過 她 就 重

申，香港自己產
生的問題可以自己解決，亦相信全國人大
常委會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情況不太
可能發生。她同時向在場人士表達了各省
市的人大代表對香港的關心，更帶領全場
婦女向內地14億同胞作出回應，一同高呼
「我哋守護香港、守護『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婦女「千帆並舉」抗暴勇往前行
約7000婦團成員出席集會 籲守護家園重建香港

▶婦女展現對於
重建香港守護家
園的支持與決
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近月發生的連串示威活動暴力

頻生，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及社會秩序，甚至危害市民的財產及

人身安全。婦女界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全港婦女守

護家園大集會」，約7,000名來自香港各婦女團體

成員出席集會，全港各界知名婦女代表

亦有響應出席發言，齊聲呼

籲香港社會反對暴

力、向暴力說

不，一同守

護香港這

個 共 同

家

園。

政界巾幗之聲 各界代表發言
零售界代表麥小娟：
自己作為服裝店老闆，最近到銅鑼灣見到多間店舖均沒有客人
而感到擔憂。不過，更擔心的是，若然自己的店舖倒閉，上下所
有員工均會失業，影響家庭生計。我希望這場風波能早日平息。

專業社工余秀珠：
最近的種種暴力事件，令大家產生負面情緒，但只要我們認清
祖國一直與香港同行的事實，就能夠有十足信心繼續前行。同時
亦希望婦女們要發揮獅子山精神，不斷自強，以小事成就大事。

資深傳媒人潘麗瓊：
在傳媒界工作30多年，從未見過如今黃媒記者如此歪曲事

實、消費暴力的極端情況。我作為媒體人，當然要為正義發聲，
相信邪不能勝正，希望大家繼續做一個有智慧而仁慈的人，別被
仇恨蒙蔽雙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出席今次集會的婦女不乏政界
代表，包括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以及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她們在集會上發言
時，發出同一心聲，就是希望盡
快止暴制亂，立即停止所有暴力
及破壞香港的行為，讓建設香港
的工作重回正軌。

李慧琼：勿衝擊「一國兩制」
李慧琼表示，兩個月來的暴力
事件不僅衝擊香港經濟，也衝擊
「一國兩制」這個香港過去、現
在及將來成功的支柱，因為部分
暴徒出現侮辱國旗和國徽的行
為。她呼籲所有激進示威者，不
要再衝擊「一國兩制」，因為只
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

才能繼續愈來愈好。
她重申，法治是香港的成功基礎，

只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才能
令香港愈走愈遠，冀各位婦女能一
同守護「一國兩制」、守護法治、
守護家庭，盡自己的能力去守護。

葉太：暴力無法解決問題
葉劉淑儀表示，令自己最痛心

的是，有市民好像真的是非不
分，將暴徒當成「義士」。她希
望示威者反思，香港會不會變成
中美貿易戰的棋子？示威者所作
所為真的可以令香港有更好未
來？還是成為了別人的棋子，其
實是在傷害香港？
她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個歷史、地理及文化上的

事實不
可改變，香
港也是可以容
納不同意見的國際
城市，但是暴力無法解
決問題。

葛珮帆倡立法禁示威者蒙面
葛珮帆說，最近香港發生了很

多不公義的事情，令她覺得現在
的香港變得陌生，但出於對這地
方的深愛她絕不會離開。她呼籲
婦女們要勇敢發聲，只要團結，
就不怕被滅聲、被欺凌，大家必
須向暴力說不。她又在場建議設
立蒙面法禁止示威者蒙面，獲全
場婦女歡呼響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
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
任梁愛詩昨日出席「全港
婦女守護家園大集會」時
表示，香港的核心價值不
是只有西方的民主、自
由、法治、廉潔，還有中
國人的禮義廉恥、忠孝仁
愛、信義和平。
梁愛詩說，香港修例事

件背後有很多深層次矛盾，比如貧富懸殊、青年買樓困
難等，這些是香港累積多年的矛盾，不是一下子可以解
決。不過，如果在一個暴力的社會，更加不可能解決，
若社會恢復秩序，則仍然可以一步一步地去解決。

港核心價值含中華美德
梁愛詩提到，香港是一個好可愛的地方，是幾代人努

力的成果。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只有西方的民主、自
由、法治、廉潔，還有中國人的美德，禮義廉恥、忠孝
仁愛、信義和平。
她並逐一解釋特區政府並非沒有回應示威者所提的五

大要求。
第一，撤回條例。特區政府已經清晰表明永久擱置修

例工作，大家亦都已相信修例已經不再存在。
第二，撤回暴動定性。即便是美國總統都把這些行為

講為暴動、暴亂。這個不是特區政府決定，其實這些行
為有不同的程度，特區政府不可以一刀切地講這不是暴
動，而應該由法庭去決定。
第三，不檢控被捕者。根據基本法，檢控工作完全由

律政司決定，不受任何干預。特區政府為了法治原則，
怎麼能夠應許不檢控呢？就算行政長官的特赦權也應該
是檢控之後，按照每一個情況的行為、背景，之後才可
以作出決定。
第四，成立調查委員會。目前社會所期待的調查範圍

不盡相同，有人要求調查警隊，有人說調查這件事的起
因，有人提出法定的調查委員會，也有人提出非法定的
調查委員會，還有人提出仿照南非設立真相及和解委員
會，大家都沒有共識，特區政府怎麼可以答應呢？況
且，關於警隊的調查現時已經有一個監警會的機制，所
以這個也是特區政府不可以接受的。
第五，雙普選。根據基本法，雙普選是有既定的程

序，而且要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進行。根
據香港現時情況，大家再提出雙普選，是可以達成共識
的嗎？只會加深分裂，更加引起示威遊行甚至暴動。
梁愛詩指出，所以這五個要求，不是特區政府沒有作

出回應，只是沒有100%答應這些要求。然而示威者說
沒回應，而且還用暴力去威脅特區政府答應他們的要
求。
梁愛詩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贊成特首所提

的成立一個大平台，給不同意見者對話，討論問題，
尋求共識。甚至調查委員會的職責、範圍、人選，需
要給人怎麼樣的保障等，這些都是可以談的。不過，
這些都是等事情完結後才可以做的，所以首先仍是要
止暴制亂。

梁
愛
詩
：
特
區
政
府
已
回
應
五
大
要
求

■梁愛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
日集會開始時，大

會首先為大家播放了一
段收錄近月多場激進示威

遊行演變成暴力衝擊的視
頻，將暴徒的種種暴行真實再
現，讓在場的婦女們看畢都義憤
填膺。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等出席集會。

來自政界、法律界、旅遊界、會計
界、社服界等不同行業的代表分別在
集會上發言，她們包括全國人大常委
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譚惠珠，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見另稿）
全國政協前常委伍淑清，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顏寶鈴、陳曼琪等昨日亦有
出席支持。

何超瓊：憑理性法律找答案
香港婦協主席何超瓊致辭指，
集會並不是聲討大會，而是要還
原事實真相，希望大家能憑理
性及法律尋找答案，向社會
發出正能量。她說，修訂
《逃犯條例》已經暫
緩、甚至壽終正

寢，為什麼

激
進、極端化
的行徑還是接連發
生？香港是一個高度文
明、民主自由、尊重法治
精神的國際大都市，不能夠
容許、接納以任何自己的原因
去毀壞香港和平的違法行為。
她又指，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大家都熱愛祖國，必須捍
衛「一國兩制」，而今次婦女界舉辦集
會，正是希望能夠鼓勵婦女們踏出重要
的一步，共同重建香港，守護家園。

讀出警女兒致謝信 獲熱烈掌聲
其間，大會亦先後播放了《愛家．回

家》音樂短片，以歌曲重新喚醒大家對
香港的愛；同時又讀出一封來自警察女
兒的致謝信，展示警察家屬對支持者的
感謝之情，在場婦女均大為感動，更
送上熱烈掌聲以作回應。
集會最後，全場人士一同高舉
國旗以及帆船手牌，高呼「千帆
並舉 香港啟航 乘風破浪 勇往
前進」的口號，並合唱勵志
歌曲《乘風破浪》，展現
她們對於重建香港，守
護家園的支持與決
心。

譚惠珠籲向身邊人解說警工作

■譚惠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示威累商戶生意大減，一日得100蚊生意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人細路一起反暴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影片證暴徒「佔領」立法會，令人髮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會展示教育局開學指引，呼籲老師說「不知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會計界代表麥嘉軒：
近期不斷的暴力衝擊已明顯損害香港

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聲譽，不單對本地商界產
生負面影響，就連外國商家亦會對香港失去

信心，可說香港的經濟已步近深淵。希望每個人
都能以香港整體以及長期利益為依歸，並鼓勵沉
默的大多數走出來向暴力說不。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副理事長劉海天：
最近的激進暴力活動已令到近半團體旅客取消

來港，個人遊旅客亦錄得三成多跌幅，預計未來
下半年的旅遊訂單亦會慘不忍賭，就連與旅遊相
關的行業都大受影響。激進示威者暴力衝擊、大
搞破壞，卻要全港市民埋單，這種行徑不公不
義。所以，我支持政府與警方嚴正執法，加大打
擊暴力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