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昭

罵人諂媚者 嘴臉更難看
《蘋果日報》論壇版作者古德明

，昨日在題為 「張德江勸諂勸佞」 的
文章中對一些人大肆抨擊，指為 「諂
媚」 。

作者舉出的 「諂媚」 例子之一，
是劉廼強在合照中身體不適昏倒，還
要 「一臉歉意」 揮手向張德江說 「對
不起、對不起」 ；例子之二，是張德
江在參觀老人院時坐下品茗，把喝過
的茶遞給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王光亞
一飲而下， 「如嚥龍涎」 ……。

劉廼強據悉患有慢性疾病，人站
久了就會不適，但他還是堅持出席了
合照，對劉廼強而言，出席合照是出
於對國家領導人的尊重和禮貌，不存
在什麼諂媚不諂媚的說法，而在出事
後，因為打斷了張的講話，道句歉、
說聲 「對不起」 ，也不過是人之常情
，又有什麼 「媚」 可 「諂」 ？

事實是，劉廼強出事時，張德江
不僅立即停止講話，還自責是自己講
得太長了，又連忙着工作人員先把隨
團醫生叫來替劉診治。如果按 「諂」

文的標準，難道張德江要向劉廼強 「
諂媚」 ？

同樣，所謂 「諂媚」 例子之二，
王光亞喝了張德江那杯茶，也是兩人
之間的一個小玩笑而已。連一個 「小
插曲」 、小玩笑也要 「上綱上線」 為
什麼政治表態和上下級關係， 「諂」
文作者自己是不是每天都活在 「諂」
的心態之中的？

古德明不止嘲笑患病的劉廼強和
喝茶的王光亞 「諂」 之後，矛頭更指
向特首梁振英，說出動八千警察， 「
三天之內，如奴如婢」 。

國家領導人出訪，在國際間都有
一定的保安要求和準則；此次張德江
訪港前，特區政府接獲外國情報部門
信息，伊斯蘭極端組織電台近日接連
有針對中國領導人的普通話廣播。所
以這次張德江訪港的保安層次，上到
了 「反恐」 的層級。把必要的保安工
作說成是 「諂媚」 ，莫非文章作者有
意向恐怖組織「諂媚」？

井水集

反對派是時候走出悲情重新出發
特首梁振英昨日上午在出席行會

前對傳媒透露，上周張德江委員長來
港視察，在特區政府所設歡迎晚宴前
與立法會議員、包括建制派和 「泛民
」 議員的會面，是由他本人向中央提
出並得到中央同意，才有此一直接交
流安排的。

梁振英此一 「表白」 ，顯與近日
一些傳言有關，有傳會面是由中央提
出，甚至有傳言指CY反對這一安排
……。如今梁振英說出實情，恐怕又
會招來 「邀功」 之譏。

其實，會面由誰首先提出無需深
究，會面沒有中央、中聯辦、特首三
方面的首肯和參與，不可能成事，重
要的是會面的意義和成果，對特區政
府今後的施政以及政治、經濟、社會
、民生有沒有起到正面的推動作用，
這才是值得關注和重視的。

事實是，不管原因何在，對抗和
對立的鬱悶空氣壓在港人社會頭上已
久，大家都已經感到快要透不過氣來
，都希望橫亙在中央和反對派之間的

冰山能夠早日劈開，要給不同聲音也
有發聲的機會，這次張德江委員長是
做到了。當前，中央就特區發展聽取
不同意見的大門已經敞開，特首梁振
英也不可能有什麼 「從中作梗」 之意
，一來溝通對話已是中央的取向，二
來在港再與反對派 「紮行馬」 ，對其
本人餘下任期的工作以至所謂 「爭取
連任」 也絕無好處。那麼，反對派又
該如何自處呢？

事實是，眼前，更加需要作出反
思和改變、需要重新釐定路向和在陽
光下再出發的不是別人，正是反對派
自己。回歸十多年來，特別是本屆政
府上任這三年多來，他們不但把梁振
英 「迫到埋牆角」 ，自己其實也已經
快要喘不過氣來， 「逢特必反」 、 「
為反而反」 在市民中已失去吸引力和
市場，近年冒起的激進 「本土」 和 「
港獨」 勢力更把他們視作 「阻住地球
轉」 的 「老廢物」 ，最好 「一腳踢開
」 ，在與張德江委員長會面後，日前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黃之鋒對梁家傑

「跪低」 之類的冷嘲熱諷已到了完全
不留情面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近年港人社會氣氛
日趨低落和激化，互相尊重包容的傳
統核心價值已被置諸腦後，這一切，
和反對派長期的 「逢梁必反」 、 「逢
官必罵」 其實有絕大關係，特別是對
梁振英個人已近乎盲目、瘋狂的人身
攻擊以至 「全家陪綁」 ，更是造成社
會戾氣充斥、滿布猜疑和敵意的關鍵
所在。在「妖魔化」特首、毒化社會氛
圍這一點上，反對派是難辭其咎的。

因此，眼前是反對派積極調整心
態，走出長期充當破壞者和失敗者角
色，改當積極有為的監督者和合作者
的時候了。他們可以繼續堅持自己的
民主理念和民意代表的角色，但表達
的方式方法必須改變。正如梁家傑日
前所言，「泛民」要求重啟政改，對此
中央當然需要「做啲嘢」，但要中央親
口承認「八．三一搞錯了」才肯對話，
那就有點 「強人所難」 了。梁家傑這
一取態，不就是合情合理得多了麼？

社 評

有利在一帶一路戰略擔任更重要角色

國家稅惠 港轉口優勢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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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業界優先選擇香港作為貨物中轉地，國家海關總署與香港海
關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項下經香港中轉貨物原產地管理》合作安排，與
內地相關的貿易夥伴經香港中轉至內地的貨物，可享有內地的關稅優惠
。有業界人士認為，今次的合作安排能夠鞏固香港貿易中轉港的地位，
有利本港在 「一帶一路」 戰略中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大公報記者 黃 昱 陳卓康

兩地海關落實十大合作計劃

重點合作項目
1.進一步加強雙方業務交流
2.繼續推動各項通關便利化合作
3.加強信息化建設方面的合作
4.深化執法合作
5.加強CEPA項目的原產地管理磋商和研究
6.積極落實《自由貿易協定項下經香港中轉貨物原產地管理》的合作安排
7.推展《為經香港特別行政區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提供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合
作安排》的各項優化措施

8.繼續落實兩地 「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 的工作
9.深化兩地海關在國際海關領域的合作
10.繼續相互提供培訓課程及互訪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香港對外貿易發展受阻，數據顯示，今
年3月香港出口按年跌7%至2754億元，不但
較市場預期差，亦是連跌11個月；其中轉口
貨值為2718億元，下跌7%。

香港海關關長鄧忍光與海關總署署長于
廣洲，昨日在香港舉行業務聯繫會議期間，
就《自由貿易協定項下經香港中轉貨物原產
地管理》簽署合作安排。該安排進一步便利
經香港中轉至內地的貨物，可享有內地關稅
優惠。

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表示，今次
「合作安排」的落實，是內地再次為香港送

上的一份厚禮： 「香港不可能離開國家。事
實上，也只有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才能
得到最好的發展。」但他指出，內地特別是
珠三角地區正處身產業轉型，香港亦應該反
思是否仍要抱着老本而不思進取。

業界歡迎「合作安排」落實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認為，是

項合作安排肯定對香港有好處，舉例稱，以
往與中國簽署自貿協定的國家，要直接出口
貨物到中國才享有中國的關稅優惠，但日後
經香港中轉進入內地，仍可同樣享有內地的

關稅優惠，使香港對比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
的轉口貿易更有優勢， 「貨物選擇經香港進
入中國，而非新加坡」。

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表示，業界
歡迎 「合作安排」的落實，認為新安排有助
於香港在 「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

張學修指出，香港在運輸物流方面一直
有優勢，也是國際知名的貿易港，國家作為
「一帶一路」戰略的倡議者，未來商機無限

，相信 「合作安排」能夠進一步鞏固香港貿
易中轉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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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海關總署署長于廣
洲率領的代表團昨日到港，與香港海關舉
行兩地合作16年以來的第15次業務聯繫會
議，會上回顧過去兩年在便利通關、信息
化建設、遏止走私、打擊跨境販毒、保護
知識產權及人員培訓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並達成兩地未來兩年的十大合作計劃，
以配合國家落實 「一帶一路」的策略，促
進兩地的經濟發展。

香港海關代表團由香港海關關長鄧忍
光率領，海關總署代表團則由海關總署署
長于廣洲率領。內地和香港海關未來兩年
的重點項目共有十項，包括：進一步加強
雙方的業務交流；繼續推動各項通關便利

化合作，包括推展跨境快速通關安排，電
子關鎖應用及陸路貨物電子數據交換合作
，以提高通關效率；加強信息化建設方面
的合作，提升技術對接能力，包括深化雙
方在「單一窗口」方面的合作交流，研究跨
境電子商務新型監管模式的海關合作等。

加強打擊跨境走私販毒
重點項目還包括深化執法合作，繼續

加強雙方的情報交流、辦案協作及專項行
動，以打擊各類型跨境走私及販毒活動；
加強《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項目的原產地管理磋商和研究
；積極落實《自由貿易協定項下經香港中

轉貨物原產地管理》的合作安排，以鞏固
香港作為區內物流樞紐的地位；推展《為
經香港特別行政區輸往內地的葡萄酒提供
通關徵稅便利措施合作安排》的各項優化
措施；繼續落實兩地 「認可經濟營運商計
劃」的工作，為企業提供更多通關便利；
深化兩地海關在國際海關領域的合作；及
繼續相互提供培訓課程及互訪。

雙方在會後亦就修改兩地 「認可經濟
營運商計劃」互認安排簽署確認文件，因
應內地企業分類管理辦法的變化，修改現
有互認安排能再次肯定兩地海關對維護全
球供應鏈安全的承諾，並讓雙方能更有效
地推廣 「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出
席 「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一周年
會慶酒會。梁振英表示，香港和東盟有悠
久的商貿關係，過去數年東盟是香港第二
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內地。去年香港
與東盟的雙邊貿易總額逾1060億美元。國
家和東盟的貿易也很蓬勃，雙方去年便有
10%貿易額即逾530億美元（約4116億港元
）通過香港進行，足證香港的 「超級聯繫
人」角色。

梁振英亦指出，去年9月他訪問印尼，

亦是東盟總部的所在國。他和東盟秘書長
討論加強經貿關係，包括啟動自由貿易協
定的談判。談判進展順利，並預期今年內
完成。

東盟現時有逾800名大學生在香港各大
專院校就讀。梁振英四個月前在禮賓府和
他們見面，並聆聽他們在香港的學習和生
活體驗。梁表示，去年12月，香港也與印
尼簽訂備忘錄，促進兩地的教育合作。下
個學年開始，香港也提供了10個獎學金名
額予印尼學生來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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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東盟貿易 年逾4000億元經港

梁：證超級聯繫人作用

▲梁振英出席 「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 酒會，並和與會年輕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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