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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於去年8月13日煽惑群眾到

香港國際機場進行所謂的「和你飛」

非法集結，其間內地《環球時報》記

者付國豪遭暴徒禁錮虐打。「佔旺女

村長」畢慧芬在內的4名男女，分別

被控暴動、非法集結、非法禁錮罪、

普通襲擊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

案件昨日於區域法院開審，其中兩名

被告於開審前分別承認部分控罪，畢

慧芬則申請分案處理。控方透露，已

安排付國豪由內地來港作供。

《環時》記者被襲案 四人共涉七宗罪
當中兩被告承認部分控罪 控方已安排事主付國豪來港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四名被告分別為酒店兼職侍應賴雲龍
（20歲）、畢慧芬（23歲）、兼職

司機及建築工人何家樂（29歲），以及測
量師黃逸豪（29歲）。其中賴、何已被還
押超過14個月，畢亦因另一宗案件服刑
中，三人要由囚車押送到法庭。
賴、畢及何共同被控一項暴動罪及一項

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指他們去年8
月13日與14日期間，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
客運大樓離境大堂G行段，與其他身份不
詳的人參與暴動，及非法及惡意傷害付國
豪；黃則被控同時同地與其他身份不詳的
人參與非法集結。
同時，黃及畢再各被控一項非法禁錮
罪，指他們同時同地與其他身份不詳的人
把付國豪非法禁錮，並違反他的意願將他

羈留。
此外，賴另被控一項普通襲擊及一項阻

礙公職人員罪，指他去年8月14日凌晨零
時許，在機場一號客運大堂離境大樓J行
段，當救護隊目黃人龍與同袍奉召將躺在
地上的付國豪移至擔架床並抬走時，賴突
然衝上前用手上的美國國旗旗杆數度襲擊
付國豪，將在場人士和救護隊目擋開，令
救護工作受阻。
何則另被控一項在公共地方管有攻擊性

武器罪，指警方去年8月25日凌晨在元朗
洪儒路與洪基路交界就本機場傷人案拘捕
他時，在其私家車內發現一把摺刀、一支
彈射器連多粒彈珠、兩支鐳射筆和一支伸
縮棒，另有口罩、頭盔、戰術背心及自製
木盾等裝備。

案件昨日開審前，賴承認普通襲擊及阻
礙公職人員兩罪，何則承認一項公共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換言之，四名被告仍
要面對暴動、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罪、非法集結等多項罪名受審。

控方：被告衣着與搜出物品相同
控方開案陳詞指，去年8月13日晚上約

11時半開始，有人指罵事主付國豪，又質
疑他的記者身份，指他是中央派來的「官
方人員」。控方續指，眾人其後陸續包圍
付國豪，而黃在初期已加入包圍，其後有
片段更拍攝他從其他示威者手上接過一包
索帶。其身上的衣着跟事後警方在其寓所
搜出的物品相同。
審訊今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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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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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代表畢慧
芬的大律師陳偉彥，昨日為畢申請要求
與其他被告分案處理，辯方透露因9月底
才取得畢的另一份精神科報告，需時向
醫生及畢本人索取意見。本月中，畢還
決定就認知能力及犯罪意圖等索取詳細
報告，將於下周會見醫生。代表控方的
高級檢控官張卓勤反對畢一方的申請，
指同一案件理應一起審訊，如分案申請
獲批，會令並非長居本港的付國豪要再
度留港以便出庭作供。
法官李慶年質疑畢一方稱，本案早於6

月已排期審訊，被告的解釋只提及9月後
的情況，唯獨中間3個月的情況「一片空

白」，認為情況「不理想」，又指雖然
法律典籍提及分案要考慮不斷續審和勞
役陪審團等的問題，不過，典籍沒預計
疫情爆發，而專家指第四波疫情將至，
直言：「所有嘢變得珍貴，尤其是審訊
資源，所以我哋要用新常態嘅諗法。」
建議控辯雙方先行討論。
控辯雙方經商討後，建議當舉證至合

適階段後，例如涉及畢的書面供詞和錄
影會面時，再擇日續審。
李官亦指，屆時畢的精神科報告或已

準備好，認為畢一方可保留分案權利，
待那時才提出。最終陳大狀為畢保留分
案權利。

女被告申分案審暫被擱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已被取締的非法
組織「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獨人」陳浩
天，涉嫌於去年7月與其他人參與「光復上水」
非法集會遊行後，拍打一名警長的頭盔。他否認
參與非法集結和襲警兩罪，案件昨日繼續於西九
龍裁判法院審訊，負責比對圖像的政府化驗師供
稱，新聞片段所拍攝到的人物與陳浩天本人有相
似之處，惟無法確定兩者為同一人。裁判官王詩
麗接納化驗師的證供及報告可呈堂，裁定案件表
證成立，明天結案陳詞。
現年30歲的被告陳浩天，被控於去年7月13日

在上水新運路及智昌路交界，與身份不詳的人非
法集結，及襲擊警署警長陳國深。案件昨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進入第二日聆訊。
曾撰寫超過40份報告的政府化驗師陶志恒，作

為控方專家證人作供稱，今次是首度以專家證人
身份出庭作供，他透過警方提供的數個新聞片
段、陳浩天的硬照及眼鏡實物，盡可能選取類似
的角度作比對，得出數個結論，包括陳浩天的眼
鏡與片段中出現的男子眼鏡相似，但不能排除是
同款眼鏡，影片中男子右耳耳珠對上有黑點，而
陳浩天右耳珠相同位置亦有黑點，也不排除數個
新聞片段中的人物所孭的背囊與陳浩天是同一
款。
在辯方盤問下，陶承認指紋、耳印等在人體特

徵上有其獨特性，他本身未經人物辨認的訓練，

而他不是辨認，而
是大多以角度技巧
去作比對，無法判
別新聞片段中的人
物就是陳浩天。辯
方遂要求法庭剔除
專家報告中的結
論，質疑其結論與
本案的關鍵性。
裁判官王詩麗經

考慮後，決定接納陶的證供，裁定案件表證成
立。陳浩天不自辯，亦不傳召辯方證人。案件押
後至明天（22 日）作結案陳詞。

陳浩天涉非法集結襲警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去年9月29日黑暴在港島區打
砸燒掀暴，警方在金鐘及灣仔
拘捕大批暴徒。社工總工會總
幹事許麗明在金鐘涉推跌警員
被控襲警，她否認控罪；案件
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審
前覆核。
控方透露審訊期間會傳召一

名證人及播放三段共約4分鐘的
片段，裁判官林子勤將案件定
於12月10日開審；被告獲准繼
續保釋。
50歲女被告許麗明，否認襲

擊依法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罪，控罪指她於去年9月29日
在金鐘太古廣場外，襲擊依法
執行職務之警務人員A。昨日控
方庭上指，不再堅持為涉案警
員申請匿名令。

社工許麗明涉襲警12月開審

▲襲擊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案，其中3名被告昨日由囚車押
送到區域法院受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案發當晚於機場內遭暴徒圍毆及
受到不人道對待。 資料圖片

■被告陳浩天 資料圖片

■許麗明
資料圖片

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 6.4%，為 16 年
來最高；政府為兼顧抗疫和經濟恢復，
決定本周五起放寬本地遊及婚宴人數限
制。政府為救水火之中的旅遊業、服務
業，有限度放寬控疫舉措確有必要；同
時，政府在強制檢疫問題上，還在仔細
考慮防疫與保障人權的平衡。其實，要
從根本上保障恢復經濟、切實保障市民
健康安全，徹底控疫是前提，實施強制
檢測是保障市民最基本的生命權、生存
權，與保障人權實在沒有衝突。政府需
要一面下決心推行，另一方面做好解釋
工作，盡早實施強制檢測。

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 6.4%，上升0.3
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增加超過1萬人，
升至近 26 萬人；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
業，如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等，合
計失業率更急升0.8個百分點至11.7%，
是沙士後的高位。近日更傳國泰航空將
裁減5,000名本地員工，有學者認為，
政府保就業計劃下月完結後，本港失業
率或升至超過 7%的水平，年底本港失
業潮或更洶湧，有關情況令人憂慮。

本港失業率持續升高，持續大半年
的疫情衝擊是主要因素。昨日本港再
新增5宗確診個案，有1宗感染源頭不
明本地個案；過去兩周本港有 62 宗本
地個案，佔比 53%，顯示社區隱性傳
播者一直存在。目前歐美疫情惡化，
本港輸入風險持續，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近日更警告，最新病毒株傳
播力更強，本港第四波疫情可能提早
出現。這意味着本港恢復經濟的舉
措，包括星港落實「旅遊氣泡」、本
港放寬本地旅行團和婚宴人數限制
等，隨時會因疫情反覆而夭折。

放眼當今世界，控疫和經濟恢復最成
功的是中國內地，實施全民檢測正是內
地成功法寶。正因成功控疫，內地第三
季經濟同比增長4.9%，中國將成為今年
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反
觀不實施全民檢測的美國及歐元區，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經濟將分
別收縮 4.3%和 8.3%。這證明全民檢測
可有效阻斷病毒傳播，為恢復社會和經
濟活動奠定堅實基礎。

一直有意見希望加強免費檢測以斬斷
社區隱性傳播鏈，但從實施情況來看，
效果未如人意，近期不少專家已建議本
港有需要落實強制檢測。本港落實強制
檢測具備法律和科學根據，但政府與多
個醫療團體商討卻未有進展，有醫學會
人士指強制檢測損及病人私隱、破壞醫
患關係，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明白強
制檢測涉及人權問題，當局要小心處
理。

病人私隱與人權確需要保障，但所
有市民的生命健康、生存權更要保
障，連生存權都不保，其他私隱人權
都是空談。《私隱條例》第 59 條豁免
與公眾或社會利益有關的健康事宜，
可免受限制使用資料的規管；《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及《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均指出，人人皆有天
賦生存權，此種權利屬絕對性，並凌
駕於其他可能與其有衝突的基本人
權，包括私隱權。此原則在涉及公共
衞生的疫情下尤為重要。為保障港人
的生命健康，政府要下決心實施強制
檢測，並做好對市民的解釋工作，勿
讓不斷反覆的疫情，打破更多市民飯
碗，甚至斷送市民生命健康。

加快實施強制檢測 保障市民基本人權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

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當中提到「要充分
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
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
心力。」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天在學習習近平總
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上表示，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香港不能等、也等不
起，不能讓「歷史性機遇」，成為「歷史性遺
憾」。諄諄話語，提點政府和社會各界應以春風
化雨的方式，引領香港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香港青年更應放開
懷抱認識國家，全面深入了解國家發展的真實狀
況和成就，以免錯失人生大好機緣。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香港青年
的成長與發展一直牽動着習主席的心。習主席一
再強調，要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
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
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幫助香港青年解決實際
問題，為青年成長、成才創造良好條件，使愛國
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後
繼有人，是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義不容辭的責
任。經過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的衝擊，香港
社會更清醒意識到，引導香港青年建立尊重法
治、認同國家民族的正確價值觀刻不容緩。

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年，香港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
是貢獻者。兩地合作共贏、相互成就、共同發
展，正是「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生動體現。特首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在粵港澳大灣區透過青
年發展基金資助成立「雙創」（創業、創新）基
地，未來將會邀請曾到內地發展的過來人，向本
港年輕人介紹他們的經驗，藉此讓年輕人了解內
地的發展機遇，減少他們的抗拒感。確實，在香
港做好青少年工作，增強青年人對祖國的向心

力，不能簡單生硬地宣傳說教，而要運用青少年
喜聞樂見、容易接受的方式，以潤物無聲的方式
提升成效。以親身經歷、鮮活示範的例子推動香
港青年了解內地和香港角色，相信更具吸引力，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除了特區政府要持之以恒，舉辦更多主體活動
外，已經早着先機進軍大灣區的港企港商、香港
各界精英，也要針對青年特點，運用包括新媒體
在內的一切平台，與青年廣泛展開線上線下的互
動交流，以過來人的真實感受和經驗引導香港青
年認識國家改革開放，提供更多走進大灣區和內
地學習實踐的機會，讓香港青年耳聞目睹感受國
家的進步和給香港年輕一代帶來的巨大機遇。

改革開放再起步，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深圳綜合改
革試點實施方案的首批授權事項清單已正式公布，
清單涉及多項港澳事務，意味着讓港深合作、大灣
區市場一體化進程加快。香港青年能否搭上大灣區
和國家建設的「快車」，很關鍵的一點，就在於香
港青年能否以理性務實的心態看待和融入內地。

毫無疑問，受香港一些別有用心的媒體和政治
勢力長期誤導，部分香港青年對內地抱有偏見、
甚至敵視，去年的修例風波更讓香港和內地關係
蒙上陰霾，部分香港青年也被蒙住雙眼，進一步
加深對內地的誤解。改革開放後最早到內地投資
的香港企業家胡應湘曾指出，「我們的青年不要
只聽別人說，而應親身體驗，去內地走一走、看
一看」。他堅信大灣區前景廣闊，鼓勵新一代的
香港青年「渡河」。「香港與內地緊密相依，香
港青年的前途就在大灣區！」 香港與大灣區語言
相通、文化相近、地緣相連，香港的年輕一代真
的應該放下所有成見，多回內地以第一視角直接
準確認識祖國的發展，了解祖國的歷史和文化，
消除一切誤解隔閡，拉近兩地文化及生活的距
離，從而找到拓展人生事業的廣闊舞台。

春風化雨引導港青增強對祖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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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的昭示（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