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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攬炒派及黑暴肆虐，更出動

遙控炸彈和真槍實彈，警方連破多宗爆

炸品和槍彈案，揭發有黑暴分子自設炸

藥試驗室和靶場。水警昨凌晨在西貢進

行反走私巡邏時，發現萬宜水庫東壩傳

出爆炸聲和冒出白煙，於是登岸追截，

拘捕4名男子，當中包括一名理大學生，

當場檢獲一枚信號彈及壯陽藥，當中有

兩人曾在警方止暴制亂行動中被捕，另

兩人也是示威常客，警方懷疑有人試射

信號彈，正深入調查他們的動機及信號

彈的來源。

被捕的 4名男子分別為 23歲無業
漢，28歲舞台設計師、33歲酒吧

侍應和22歲理大學生，因涉嫌管有爆炸
品及管有第一部毒藥被扣查。據悉，4
人都為參與反修例遊行示威的常客，其
中兩人曾因非法集結罪名被捕。
昨日凌晨3時36分，水警輪巡經西貢
萬宜水庫東壩時，聽見傳出爆炸聲及見
有煙火，遂登岸調查。其間在東壩截停
4名男子，並在其中一名23歲男子身上檢
獲一枚約8厘米長的信號彈，及在一名28
歲男子身上檢獲4粒屬第一部毒藥，俗稱
「偉哥」的昔多芬壯陽藥。
由於現場充斥燃燒過的火藥氣味，地

上留有燒焦痕跡，相信有人曾發射過信
號彈，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到場調查，案
件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至昨
日早上10時許，探員聯同水警返回東壩
一帶調查蒐證。現場所見，有探員拿出
相機拍照。

何君堯議辦曾遭信號彈破壞
信號彈曾在修例風波被黑暴使用。去

年9月14日，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其位於
荃灣荃豐中心2樓的議員辦事處，遭至
少3名黑衣蒙面暴徒投擲一枚信號彈破
壞，以致現場一度冒起火光及煙霧瀰
漫，所幸未釀成火警。警員及消防員事
後到場調查，檢走一枚紅色的懷疑信號
彈。
同時，信號彈亦是走私集團常用作通

知同黨或照明的工具，東壩屬走私黑點
之一，故警方正循多方面調查，包括事
件是否涉及走私活動、信號彈的來源，
以及被捕者凌晨在現場施射信號彈的動
機等。
信號彈又稱照明彈，會發出耀眼光芒

及大量煙霧，主要用作求救用途，例如
出海或登山遇上危險時使用，通知救援
人員及確定位置。信號彈在本港屬受管
制危險品，藏有或使用即屬違法，一經
定罪，可判處罰款2.5萬元及監禁6個月。
2018年7月30日，海關在深圳灣管制站
一輛入境貨櫃車上，檢獲多達1,000箱共
約2.2萬件走私信號彈，市值約150萬元，
一名男司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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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壩現場充斥燃燒過的火藥氣味東壩現場充斥燃燒過的火藥氣味，，地上留有燒地上留有燒
焦痕跡焦痕跡，，相信有人曾發射過信號彈相信有人曾發射過信號彈。。

◀◀探員在東壩
調查蒐證。

▶警方封鎖前
往東壩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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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萬宜水庫射信號彈 4黑魔斷正
現場傳爆炸聲冒白煙 水警檢一信號彈及壯陽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去年11月11日的馬鞍
山暴徒火燒市民的駭人事件，傷者李先生至今仍未完全
康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近日帶着市民製作的心
意卡及禮物探望李先生，並透露李先生目前仍「冇氣冇
力」。在首次看到李先生雙腿因植皮手術而留下的大片
傷疤後，葛珮帆深感痛心，狠批黑暴害人不淺。李先生
強調，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並相信此前若能及早立法，
或能避免他被火燒的慘劇出現，亦有助阻嚇黑暴，並希
望黑暴早日收手，否則繼續攬炒就只能「等死」。

皮膚仍滲血痛癢交加
葛珮帆將探望李先生的片段上載予網民分享。李先

生在片中表示，自己被燒傷皮膚已逐漸痊癒，但每天
脫下緊身衣時，仍有一些未夠「硬」的皮膚會被拖出
血洞，惟流血情況已沒有早前血如泉湧般嚴重。為防
十指的新生皮肉黏在一起，李先生一雙手都要套上緊
身衣，分開十指。
李先生坦言，雖然現時疼痛感減輕，唯獨手指的痛
最難耐，除了疼痛感外，還有如蟻咬的痕癢，只能服
食止痛及止痕藥物減輕苦楚。同時，他的手腳協調欠
佳，容易被自己絆倒，依舊十分怕熱又怕凍，在家中
都要穿厚外套，寒意是由心入面寒出來。
至於雙手的康復狀況，李先生的左手現時仍未能伸
直，左手手指乏力，碗筷也拿不起，而右手手指在屈
曲幾秒後就會開始疼痛。醫生在上次覆診時建議左手
再做植皮手術，但李先生表示怕痛，不想再做割皮手

術，會待本月覆診時再聽醫生意見。
李太則表示，待李生身體狀況再好轉些，會諮詢中

醫、西醫，研究有何方法替李先生調理身體。
談到現時放火者仍未被拘捕，李先生及李太希望警

方能早日將逞兇者繩之以法，並希望兇徒應反思若被
燒傷的人是自己的父母，會有什麼感受。
李先生重申，他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並強調全國

人大決定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國的內政，其他國家
沒資格評論，並相信若之前能及早立法，自己或能避
免被火燒的慘劇，亦有助阻嚇黑暴。
他批評，黑暴濫用自由之名傷害他人，打壓他人表

達意見的自由，亦使很多工友失業，希望黑暴早日收
手，否則繼續攬炒就只能「等死」。他感謝很多市民
事隔半年仍惦記着對他，希望香港可以安定繁榮，大
家身體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
修例暴力衝擊持續一年未息，不
但對本港經濟造成極大衝擊，更
令不少家庭因政見不同而出現撕
裂的情況。民建聯昨日公布一項
調查結果，發現在逾千名受訪的
香港居民中，近半曾因政見不同
而和家人吵架，更有近八成認為
暴力衝擊增加社會分化。同時，
超過七成半受訪者希望香港能夠
修補到社會撕裂，惟不足三成受
訪者對修補撕裂有信心。
是次調查在上月11日至18日以

電話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共訪問
了1,133位 12歲或以上的香港居

民。調查結果發現，78.4%受訪市
民覺得修例風波發生後社會撕裂
分化「多咗」；36.3%受訪者與家
人對修例事件持不同意見；48.1%
曾因政見而與家人吵架，影響家
庭關係。

46%對「修補社會撕裂」無信心
調查並發現，76.5%受訪者想見

到香港能夠修補到社會撕裂和減少
分化，但46%對香港未來能夠修補
社會撕裂和減少分化表示「無信
心」，表示有信心者只有27.9%。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

尖銳的政見對立不但在社會中出

現，在家庭中亦頗為常見，是次
調查反映政見的對立對家庭的關
係造成負面影響，社會各界需要
正視問題。對近半人對修補社會
的撕裂沒有信心，他認為或與近
期的示威活動再起有關。
民建聯常委招文亮則建議特區

政府應在政治、經濟及民生三方
面進行改革，以紓緩市民積累的
怨氣，同時應委任以學者為主的
專責小組，研究本港深層次矛盾
並提出建議。政府應重視並聆聽
青年的聲音，包括將青年發展委
員會改組及升級至青年策發會，
擴大其關注的範圍。

近半家庭因修例風波而吵架火燒傷痛今猶在
李生盼立法止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早前向法
庭提出私人檢控，控告一名警察涉
去年11月在西灣河近距離向示威者
開槍。許智峯昨日稱，法庭已受理
其中3項控罪的申請，更聲言律政
司不應介入事件。律政司回應傳媒
查詢時表示，根據法例，若律政司
認為私人檢控沒有合理定罪機會、
違反公衆利益，或基於政治因素利
用私人檢控構成濫用司法程序造成

不公，律政司司長有責任介入並停
止相關的法律程序，以維護公義。
許智峯聲稱，法庭受理他就「意

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
「罔顧他人安全的情況下發射彈
藥」，及「處理槍械而其方式可能
傷害或危害他人安全」控罪的私人
檢控申請，將傳召涉事警察出庭應
訊，但拒絕其「意圖謀殺」和「發
射彈藥而其方式可能傷害或危害他
人安全」控罪的申請。

許智峯聲言，雖然私人檢控容
許律政司中途介入案件，甚至作
出撤控的決定，但律政司既然高
舉「司法獨立」，應交由法庭自
行處理此案。
律政司昨晚回應時表示，由於許

智峯提私人檢控的案件已進入司法
程序，律政司不適宜就個案作出評
論，但指出根據《裁判官條例》，
在一定情況下，律政司司長有責任
介入並停止相關的法律程序。

律政司：私人檢控若涉政治有責介入

■葛珮帆帶同市民製作的心意卡及禮物探望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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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訂教師培訓要求，其中
在2020/21學年起，新入職教師及晉
升教師需接受由局方舉辦的培訓，包
括國家及國際教育發展、教師專業操
守等。教協竟然批評，相關培訓模式
未諮詢業界，質疑政府再向教育界施
壓，更要求當局撤回相關決定。教育
局為教師提供培訓，理所當然，亦責
無旁貸。有關課程經過深思熟慮、專
業討論而訂定，有助教師與時並進，
促進專業成長，符合業界、學生和社
會的利益。教協污名化教育局的正當
決定，干擾提升教師質素，正正暴露
教協是以教育專業包裝的政治組織。

教育局是本港教育的政策制訂
者、發展者、執行者、檢討者及監
察者，推動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是職
責所在。教育局要求教師必修的核
心培訓課程，當中12小時是關於教
師專業身份、角色、價值觀及操
守，包括基本法教育及尊重法治；
另外18小時是關於本地、國家、國
際的教育發展及政策。應該說，這
些都是教師的必修課。教育局要求
教師學習這些內容，是對學生、對
香港負責任的舉措。

此次教育局要求教師接受培訓的
決定，並非「一時之興」。2017年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專責小組，
邀請教育專家就八個教育範疇進行
檢視工作。教育局在2017年11月成
立專責小組，本着「專業領航」的
原則，邀請業界專家學者，以及前
線校長和教師共同檢視有關教師專
業發展的議題，又廣泛諮詢持份者

的意見，經過深入研究及討論，共
提出18項建議，在2019年3月向政
府提交報告。有關建議得到業界歡
迎，大部分措施將於2020/21學年推
行，教育局此時通知學校推行的詳
情，只是按計劃推進落實，並無其
他政治用意。教協指教育局將政治
引入學校，反而顯得政治先行、別
有用心。

教協更指決定中有「國家及國際
教育發展」部分，並非專責小組的建
議，是教育局自行「僭建」。事實
上，專責小組於報告中建議，鼓勵教
師展現良好品德、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及對本地、國家和世界的認識，以
助學生全人發展。教協一見到有「國
家」的字眼就如見到洪水猛獸，有何
心魔，不言而喻。反對派、教協以所
謂「專業」作擋箭牌抗拒培訓，將教
育局撥亂反正之舉詆毀為「政治洗
腦」，完全罔顧事實，損害教師和學
生的利益。事實上，反對派長期在校
園內散播「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等歪理，甚至將「港獨」、「自
決」思潮傳入校園，煽動學生參與違
法示威、罷課等違法活動，利用學生
作為反中亂港的政治犧牲品，教協為
何從來不發一聲、不反對「政治入侵
校園」？

教育局作為主管教育的專責部
門，按照專業意見，強化教師專業
培訓，必須且正確，符合香港整體
利益，獲得市民支持；教協黑白顛
倒、指鹿為馬，將教育政治化，實
侮辱教育專業。

加強教師專業培訓豈容政治化抹黑
張曉明在基本法研討會上主題演講提到的「四個為

什麼」，最後一個是「辯證思維，為什麽不把這次中
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張曉
明一針見血點明，香港回歸以來的深層次矛盾始終未
能解決、亂象變本加厲，關鍵在於政治問題未解決；
一語道破香港問題的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
蓄意製造政治對立。有關闡述，切中肯綮，說明唯有
中央果斷出手，訂立港區國安法，才能撥亂反正、標
本兼治，助香港打破政爭不息、發展停滯的惡性循
環，各種深層次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讓港人在經濟、
民生、個人自由權利等方面，分享到政治社會穩定的
巨大紅利。

回歸20多年，香港的經濟民生、土地房屋、年輕人
向上流等問題始終沒有明顯改善，不少人歸咎於政府
管治乏術，乃至質疑「一國兩制」不適合香港，香港
發展不如回歸前的說法揮之不去。這些看法和結論只
看表面、未及實質，或者根本刻意迴避、掩蓋香港問
題的癥結所在。

張曉明指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
是民生問題、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建設一個
什麽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
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
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
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
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
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
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
決定的。」這番講話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
諱疾忌醫，捉住了解決香港問題的「牛鼻子」。

沒有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都
是空談。香港連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都不能完
成，反對派和外部勢力長期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妖

言惑眾，胡作非為，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
和民粹主義化，政府施政動輒得咎，為香港發展提供
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被污名化，受到抵
制，香港談何保持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更令人擔憂的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不斷製造、激
化政治矛盾，從反 23 條立法、反國民教育、「佔
中」、旺暴到修例風波，處心積慮一步步把香港推向
法治崩潰、黑暴氾濫的困局，導致香港不僅不能集中
精力謀發展、搞建設，而且社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
越來越對立，深陷政治泥淖，繁榮穩定難以為繼，
「一國兩制」更可能毀於一旦。

看清香港主要矛盾的本質，就可明白香港面對挑戰之
惡劣，根本是香港自己難以解決的，已到「非中央出手
不行」的地步，就可認識到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是香
港撥亂反正、重回正軌的唯一正確選擇。中央以堅定的
決心和意志，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既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漏洞，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
困局，為解決各種深層次矛盾創造必要條件。

可以預見，港區國安法出台後，香港恢復法治安
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
力度肯定會更大。2003年，香港受到沙士和23條立法
的雙重衝擊，經濟直插低谷，中央在疫情過去和風波
暫息後，推出CEPA、個人遊等措施，香港經濟迅速復
元。如今國家的經濟體量、綜合國力較2003年已經上
了幾個台階，完全有能力推動香港再創輝煌。

中央希望香港在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繼續發揮不可
替代的獨特作用，繼續扮演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
級聯繫人角色。在這個大方向下，國家安全底線越清
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與內地互信
感情越深，香港的優勢就越凸顯，包括人權、自由、
民主等各方面的發揮空間就越大。這個道理和好處顯
而易見，中央出手訂立港區國安法，的確是香港由亂
入治、浴火重生的轉機、契機。

果斷出手解政治困局 港人全面享穩定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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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張曉明在基本法研討會上主題演講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