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民 心 聲 大公報記者

市民冀香港回歸正軌向前走
讚特首道歉有承擔 不欲再有暴力衝擊

我討厭啲人日嘈夜嘈；
我討厭網上不停散布危言聳聽的言論；
我討厭人不停散播仇恨言論；
我討厭啲人咁膚淺被利用作中美兩國開戰的磨心；
我討厭啲人賊喊捉賊，先動武然後話警察暴力……

我唔可以在網上傳播警察被打的片段；
我唔可以指出網上瘋傳圖片是虛假訊息；
我唔可以公開講我覺得香港人被人洗晒腦；
我唔可以公開講我其實覺得大陸幾好；
我唔可以在公眾場所或朋友聚會講我真心話；

因為，如果我咁講，我會被網民公審；
因為，如果我咁講，我會被起底；
因為，如果我咁講，我屋企人朋友都會被起底；
因為，如果我咁講，我同屋企人朋友被起底後，我哋做乜都會比人翻舊帳，話我哋係五毛黨。

究竟，香港依家邊有言論自由？
依家同文化大革命有乜分別？
有分別，今次係外國人搞。
不費一兵一卒，用番老方法搞到你自己人打自己人，搞掂你！
中國人，最易搞，因為佢哋最鍾意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想移民，因為班搞政治嘅人令我討厭咗香港，
我討厭活在戰場中，我討厭我成長嘅地方變成咁！

#我有我看法但我不能講
#我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唔係五毛黨
#我沒有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

作為香港人，
我沒有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

一位校長的心聲

「林鄭月娥的施政算是務實為民。過
去哪有特首無處理過受爭議的議題，
任何政策都會有人反對，尤其政府想

做實事時，反對派總是出來反對，若她任內不做事，自然
無爭議，但香港就無進展。她已道歉，政府亦作出讓步，
議員應向前看，討論有利香港發展的議題，而非繼續糾纏
暫緩修例的用字。」

議員應向前看
李先生

要理性解困局
王先生

重新聚焦民生
李女士

「政府在修例事宜上操之過急，想趕
在陳同佳出獄前完成，但是香港與內
地的司法制度始終不同，加上作為國

際城市，這個受爭議議題，需要時間磨合。大部分市民並
非不支持，相信需要時間了解，就好似粵港澳大灣區都要
逐步落實具體措施。她作為女特首很叻，有心做實事，如
今已道歉，希望社會重新聚焦民生經濟。

「我本身是三歲孩子的爸爸，非常
重視孩子未來長大後的生活環境，

我明白示威者的訴求，亦明白他們必
須堅持才有機會成功的決心，但經過兩次大遊行後，政府
已作出讓步，我認為他們應見好就收，我不認同行動升級
，包括阻延地鐵運作等不合作運動，擔心物極必反。」

擔心物極必反
黃先生

討厭暴力行為
陳同學

「我自己立場 『中立』，不會特別偏
幫示威者，亦不偏幫政府，但我討厭

任何人做出的暴力行為，我認為當局必須
就暴力行為作徹底調查及追究；對於修例，目前連傾都未
傾，已經滿城風雨，但究竟修例後對社會是好是壞，有什
麼影響，仍是未知之數，點解我們不可以理性討論！」

「特區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上
，不論宣傳及解說都有不足，這方
面我是不撐政府；但同時間，我同

情一班警察的遭遇，我有一位警察朋友，因為暴力事件後
，晚晚失眠、發噩夢，點解社會變成這樣？我不希望再有
暴力事件發生，我亦警誡一對仔女不可參與活動。」

同情警察遭遇
李先生

公屋聯會前主席王坤認為，政府
暫緩修例等同 「撤回」，港人不應該
繼續糾纏在修例爭議，是時候要 「靜
一靜、想一想」，讓香港向前走。他
又說，警察是維持香港穩定的基石，
有人喊出 「打倒警察」的口號非常危
險，呼籲社會回歸理性。

繼續糾纏走不出困局
王坤說，現時的社會環境是 「樹

欲靜時風不止」，而反對派仍會 「趁
你病攞你命」，得勢不饒人。但他提
醒，如果香港繼續糾纏修例爭議，將
無法走出現時的困局， 「有人可能想
得太少，但係咪要搞冧香港呢？我們
要靜一靜、想一想。這裏是大家的安
居之所，香港亂了，對任何人都無好
處；搞亂中國，對香港亦無好處」。

王坤支持政府未來聚焦民生經濟
發展，做好民生工作，贏回市民信任
。本身是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委員的
王坤認為，修例爭議勢必令政府撥款
展開明日大嶼填海研究受阻，但解決
住屋問題是民生大事，寄語特首林鄭
月娥未來施政繼續廣納民意，並且
「講了就要做」，落實競選承諾，

解決市民關注的民生問題。

「我沒有參加任何一次的遊行集會，
因為我非常質疑參加示威人士當中，

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明白 「修訂《逃犯條例
》」內容是什麼？我覺得至少九成九不明白，他們出來純
粹為反對內地而出來；如要解決目前困局，大家必須理性
分析，弄清問題所在。」

對於政府修訂 「逃犯條例」 的爭議，大公報記者連日來街頭訪問了眾多
市民，有人認為，修例原意是不想香港淪為 「罪犯天堂」 ，有人亦認為，特
首無迴避爭議，向公眾道歉，是有承擔的表現。大多數受訪市民希望各方理
性解決問題，放下政治偏見，不想再見到暴力衝擊，期望爭議過後，社會盡
快回歸正軌，讓香港向前走！

特區政府日前審時度勢，宣布暫緩《逃犯條例
》修訂工作，這是應對政治形勢新變化及社會現實
的無奈之舉，但同時也是息紛止爭紓緩矛盾、讓社
會從政治亢奮中冷靜下來的艱難決定。充分理解這
一決定，對展開下一階段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許多市民都會有相同的疑問：未來的香港將向
何處去？特區政府還能有效管治嗎？ 「一國兩制」
還能在香港成功推進下去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香港形勢固然複雜，但大局仍然未改，只要我們認
清目標，堅定信念，團結一致，冷靜應對，香港一
定可以繼續在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過程中發揮獨特
的不可替代作用。

同心同德 支持特首
「沒有傷痕纍纍，哪來的皮糙肉厚，自古英雄

多磨難！」這是華為遭遇美國打壓後推出的廣告詞
，鼓舞人心。香港眼下的處境同華為何其相似，如
果說華為是一架被炮火打成 「篩子」、邊修理邊頑
強飛行的戰機，香港就是一艘在驚濤駭浪中顛簸航
行的船，回歸二十二年來，反對派逢中必反沒有一
刻消停，外部勢力也從未停止過對香港的攻擊，特
區政府施政備受阻撓， 「一國兩制」挑戰重重，但
這阻止不了香港向前邁進的步伐，而旨在彰顯公義
、堵塞法律漏洞的修例工作最終不得不暫停，固然
令人惋惜，但這也不過一個暫時的挫折而已。

香港這艘船要在波浪中前行，船長的堅強領導
至為關鍵，全體船員及乘客對船長的支持更加重要
。反對派出於破壞特區施政，搞亂、搞死香港的險
惡用心，近距離瞄準特首及兩制，遠程打擊中央及
一國，歷任特首沒有一個不成為箭靶的。如今反對
派如法炮製，提出五大無理 「訴求」，而要求林鄭
下台放在第一位，這就是他們最擅長的 「斬首」戰
術，擾亂戰術。

香港面對生死存亡的關口，只有穩定才能發展
，而混亂必然死路一條，香港要求穩，首先就是管
治班子安如磐石。有人形容特首是個 「三煞位」，
既是反對派的標靶，亦是民怨的出氣口，沒有戰略
定力、氣魄胸襟和自我犧牲精神，是難以勝任的。
好在林鄭久經戰陣，修例暫緩後，面對反對派要求
她下台的壓力，她表明會繼續工作，服務香港市民
與國家，大有 「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氣魄。

毋庸諱言，修例一役在香港引起頗大爭議，建
制派內部也鬧出不同意見，有人對特首道歉大不以

為然，更憂心今年及明年兩次選舉
的選情，有人不滿特區政府作出重
大決定前溝通不足，這些批評不無道
理，特區政府施政確有不少值得檢討、
改善之處。然而，這些都是 「人民內部矛盾
」，並非不可解決。須知特區政府與建制派都在同
一條船上，一榮共榮，在此重大關頭，大家宜放下
歧見，支持特首施政，因為我們沒有不支持特首的
理由。只有堅定地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才能鞏
固力量，推動各項政策的前進。

齊心協力 迎難而上
香港本來是經濟城市，市民安居樂業，可惜的

是，回歸後在國際大氣候及香港小氣候共同作用下
，香港由過去的 「反共橋頭堡」變為如今的 「顏色
革命」基地，反對派小事鬧，大事吵，致使施政受
阻，社會空轉，競爭力今不如昔，也累積不少問題
。因此，在支持特首依法施政的大前提之下，應當
齊心聚力，就當前一些困擾香港多時的 「老大難」
問題，進行有力的化解。只要解決了與市民切身利
益相關的問題，民意支持就必定回升，特區政府的
管治能力也必能得到鞏固和加強。

事實上，眼下的香港，施政千頭萬緒，民生問
題多如麻，急待政府全力去推動解決。香港是富裕
城市，但一方面庫房年年水浸，另一方面社會貧富
懸殊不斷惡化，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較低，長者
貧窮問題相當突出，公公婆婆在街頭巷尾執紙皮幫
補生計，白髮蒼蒼仍然駕駛的士、小巴，是香港常
見的風景線，這固然反映香港人活到老、工作到老
、永不言倦的鬥志，何嘗不是打工仔老來無依的表
現呢？房屋問題也是老生常談，香港房價全球最高
，租金全球最貴，房地產綁架了香港經濟，也綁架
了特區政府的財政，成為民生困難的一個核心問題
。至於劏房四面開花，天台屋、籠屋、 「棺材屋」
無奇不有。年輕人買不起房，成不了家，更不敢生
育，既造成人口老化問題，更令年輕人憤世嫉俗，
容易受到別有用心者的洗腦鼓動，年輕人出路成為
特區政府施政最棘手難題。房屋問題是民生問題，
但搞得不好就變成政治問題，已是活生生的現實。

這些問題需要逐步解決，而要真正解決這些問
題，絕非靠 「打嘴仗」，而是需要全社會齊心協力
，求同化異，努力推動才可。而反對派逢中必反，
全力拖後腿， 「阻住地球轉」，則是客觀存在的現

實阻力。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港珠澳大橋橫遭司法覆核，發展

新界東北計劃受暴力阻撓， 「明日
大嶼」計劃被污名化為 「明日大愚」

，更不說反對派在立法會瘋狂拉布，本立
法年度行將結束，但基建撥款被嚴重拖延，僅通

過百分之五，造成社會資源巨大浪費之餘，亦導致
大批建造業工人打爛飯碗。但這些問題，不應成為
限制香港積極向上、全力發展的阻力。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歷來的民意調查都顯示
，市民對經濟民生問題最關注，經濟與民生搞好了
，社會才能穩定，而反對派全力搞破壞，則是製造
民怨，達到渾水摸魚的目的。這是一場民心爭奪戰
，齊心協力，迎難而上，既是特區政府今後一段時
間的工作重心，也是民心所向及中央的殷切期望。

把握機遇 融入灣區
香港能夠發展為國際大都會，秘訣在於香港人

靈活應變，擅長把握機遇。上世紀六十年代，全球
加工業由發達國家轉移，不少香港人通過 「穿膠花
」、 「釘衣扣」變身大老闆，香港經濟隨之起飛；
八十年代，香港又乘着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發展
起金融、貿易、航運等服務業，晉身亞洲四小龍，
成就 「東方之珠」的傳奇。回過頭來看，內地四十
年改革開放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更
改變了香港，香港是內地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及參與
者，是貢獻者也是得益者，香港回歸本身也是這偉
大進程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代人都有不
同的使命。當今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
有兩大特徵，一是中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向全球
提供 「中國經驗」、 「中國方案」， 「人類命運共
同體」正由理念一步步變成現實；二是第四次科技
革命的浪潮蓬勃興起，以5G通訊、人工智能、新能
源、太空科技等為標誌的新技術，將人類引向更廣
闊的未來，中美貿易戰就是這個大背景的產物，是
美國擔憂霸主地位不保，由自信走向自卑、開放走
向封閉的表現。

面對新的國際形勢、科技革命，香港怎麼辦？
毫無疑問，香港人必須再次抓住機遇，義無反顧地
融入時代洪流。當然，香港地少人多，發展經濟有
不少掣肘，包括產業結構單調，對科技重視不夠，
土地供應不足等，在這種情況下，粵港澳大灣區計

劃適時推出，為香港再發展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大灣區正在由藍圖逐漸變成現實，這裏囊括珠

三角十一座城市，人口七千萬，經濟產值十萬億元
，以規模計不亞於英、法等國家，而大灣區同屬一
國，卻有兩種制度、三種貨幣，這非但不會是經濟
融合的障礙，多樣化反而可以成為其優勢。事實上
，儘管內地城市發展迅猛，深圳及廣州的經濟產值
已超過香港，但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仍然是最國
際化的城市，具有內地城市並不具備的優勢，如全
球最自由經濟、低稅制、國際金融中心等，就教育
而言，香港有五所位列全球百大的高等院校，人才
濟濟，而享有中國院士、外國院士榮譽的頂級科學
家也是星光閃耀。香港有人才，有資金，科研能力
不弱，缺少的是學以致用的產業平台，而全球製造
業第一的內地正好提供用武之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灣區為香港年輕人就業
、創業、居住提供另一個選擇。海闊憑魚躍，天高
任鳥飛，香港年輕人最關心的問題，香港本地無法
滿足的訴求，大灣區提供無限可能性，廣闊天地，
大有可為。事實上，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科技戰
，意外地令深圳的華為、中興、大疆等高科技企業
一舉成名天下聞，由於這些企業都位於深圳南山區
，以至被網友視為 「美國白宮VS深圳南山區之戰」
。深圳創造了科技奇跡，成為中國的硅谷，其意義
並不亞於當年香港的經濟起飛，而大灣區比南山區
不知大了多少倍，江山代有人才出，假以時日，大
灣區勢必湧現更多華為這類高科技企業，誰敢說香
港年輕人中不會出現另一個任正飛、馬化騰？

世界的未來在東方，香港的未來在大灣區，這
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香港面對的又一重大機遇
。這一機遇是香港突破自身發展局限、全面提升整
體競爭力的機會。從國家領導人到行政長官都在不
斷強調大灣區對香港的重要性，意義亦在於此。只
要把握住這一把 「鑰匙」，未來的主動權就掌握在
港人手中。

一場修例風波，固然對特區的發展造成了阻礙
。但只要我們人心不散，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只要
我們堅定信念，在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
管治團隊有效施政之下，在香港沒有爭不回來的主
動權，也沒有變不了的新形勢，更沒有移不了的阻
路之石。 「人心齊、泰山移」，香港各界市民要有
這個自信，我們一定能夠將未來 「贏」回來，也一
定能夠開創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龔之平

沉着冷靜堅定前行 團結一致開創新局
──推動香港發展的三個迫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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