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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艘郵輪三種結局說明了什麼？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致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分享對於香港當前形勢
的一些看法。在信中，駱主
任勉勵港人應以 「信心」 、

「愛心」 及 「齊心」 抗疫。同時他亦指
特區政府為防控疫情取得的成效實屬不
易批評，但少數人為政治私利，製造各
種對立，甚至操弄 「罷工救港」 ，反問
「這何嘗不是一種政治上的 『新冠病毒
』 ？」 駱主任強調，那些趁機播散不滿
、人為製造區隔、刻意破壞兩地感情的
人，終歸不得人心。

無視疫情政爭凌駕理智

香港應對疫情之難，不單在於新型
冠狀病毒，更在於 「政治病毒」 。持續
超過八個月的 「修例風波」 儘管因為疫
情而暫時平靜，但卻未有完全消退，而
風波帶來的後遺症更在不斷分化社會，
令不少市民染上 「政治熱腦」 ，人性和

理性被侵蝕，社會對立、政治化仍然嚴
重。在這樣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下，令一
些人肆意將抗疫工作政治化，罔顧香港
及廣大市民的安危，在本應團結抗疫的
時候，仍然搞政治罷工、搞 「抗爭」 ，
甚至火燒診所。這些極端行為，正反映
不少人已經染上 「政治新冠病毒」 ，這
種病毒較 「新冠病毒」 毒性更大，更加
侵蝕香港社會肌理，駱惠寧主任的警示
值得各界警惕。

香港社會的 「政治新冠病毒」 有以
下四個病徵：

一是將 「抗疫」 政治化、暴亂化。
「佔中三人」 之一、亂港派 「過氣導師
」 戴耀廷日前就發表題為 「抗命、抗疫
、抗爭」 的文章，將 「修例風波」 與抗
疫混為一談，指 「抗疫無可避免成為 『
抗爭』 的一部分」 。戴耀廷已經說得很
露骨，承認亂港派就是將疫情作為政治
工具，延續暴亂。

在香港應該團結一致抗疫之時，亂
港派卻利用疫情大做文章、挑動政爭，

將抗疫 「政治化」 。同時，暴徒藉抗疫
之名再度發動騷亂，在地區上堵路縱火
，用汽油彈襲擊診所。亂港派利用當前
人心虛怯，不斷挑動對立，將抗疫 「暴
亂化」 ，置防疫工作於不顧，置港人安
危於不理，完全被政見凌駕了理智。

二是失去了良知和人性。抗疫面前
只有生命，政見分歧不值一提。但在 「
政治新冠病毒」 之下，亂港派卻失去了
良知，對於警員受感染，一眾暴徒彈冠
相慶，亂港派政客紛紛落井下石。這些
將政見凌駕生命的言論，已經逾越了人
性底線。

三是一味盲反，罔顧社會安危。 「
政治新冠病毒」 令人失去常性，在政治
面前，就是一些令市民獲益的政策及法
案，他們都要照舊反對。例如特區政府
為應對疫情，援助企業與市民，推出300
億元的 「抗疫防疫基金」 撥款。對於政
府出招紓困，任何從政人士沒有理由反
對，但在立法會，儘管有關撥款獲得59
票贊成通過，但陳志全、朱凱廸、鄭松

泰3名亂港派議員竟投下反對票。

用市民性命作政治籌碼

再如亂港派議員一邊要求政府盡快
接回滯留湖北的港人，一邊又反對在地
區設立檢疫、隔離中心，這樣返港市民
又在哪裏隔離？去陳志全、朱凱廸、鄭
松泰家嗎？亂港派 「為反而反」 不是今
日始，但現在卻變本加厲，變成 「一味
盲反」 ，罔顧市民福祉、香港安危。 「
政治新冠病毒」 已經令他們失去了理
智。

四是專業失德，罷工害人。在疫情
侵襲期間，香港社會卻出現了 「疫症蔓
延忙罷工，失業上升搞工運」 的怪現象
。本應站在抗疫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在
香港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卻搞政治罷工
、做逃兵，雖然參與者只佔少數，但已
令公立醫院百上加斤，甚至有病人疑因
醫護罷工而無辜喪命。

而本應為打工仔爭取權益、保住飯

碗的工會，卻在經濟不景、企業經營困
難之時，不斷搞罷工，企圖利用罷工癱
瘓社會向政府施壓。及後由於香港經濟
急速惡化，僱員隨時飯碗不保，罷工乏
人響應而草草收場，但此舉卻暴露了這
些工會及搞手政治病毒上腦。醫護可以
因為政見而罷工害人，工會可以因為政
見而癱瘓交通，公務員可以因為政見而
搞工業行動，與政府打對台。這些行為
不啻是趁火打劫，利用香港危急時候，
以廣大市民福祉作為政治籌碼。請問這
些人還有何專業操守可言？醫護不救人
，工會不幫打工仔，公務員不配合政府
，這些人如果不是感染了 「政治新冠病
毒」 ，又如何解釋他們的所為？

由 「修例風波」 所引發，隨着疫情
而不斷蔓延的 「政治新冠病毒」 ，正不
斷侵蝕香港社會肌理，不斷分化、撕裂
社會，破壞香港優良傳統，與 「新冠肺
炎」 相比，這個 「政治新冠病毒」 對社
會危害更大，更需要防範和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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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政治新冠病毒侵蝕社會肌理

如果以2020年1月25
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從達
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返
港主持防抗新冠肺炎疫情
為始點，那麼，本文發表

日2020年2月24日便是香港特區防抗疫
情滿一個月。香港防抗疫情仍須努力。

隨着武漢、湖北和其他省市自治區
遏制疫情擴散，香港疫情終將被控制，
應當展望疫情過後香港政局形勢。

在疫情爆發前，行政長官及其管治
班子與部分香港居民之間已存在着尖銳
矛盾，不少居民不滿現屆政府的管治和
施政。具體分析，當然涉及政治、經濟
和民生等諸多問題的政策，歸結起來，
則是管治團隊權威不彰。新冠肺炎疫情
是對所有人類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
共同威脅，領導全港居民一起抗疫，按
常理是提供給特區政府團結社會、提振
管治權威的難得機遇。然而，事與願違
。疫情蔓延後，特區管治團隊與香港居
民的矛盾，比疫情發生前更加尖銳，管
治團隊的民意支持度進一步下跌。

在疫情爆發前， 「黑色革命」 使香
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之間的矛盾空前惡
劣。抗疫期間，表面看，兩大陣營均把
壓力轉向特區管治團隊，競相要求政府
採取各種政策措施防抗疫情。其實， 「
拒中抗力」 政治勢力是以防抗疫情為幌
子，繼續推進 「黑色革命」 。他們要求
特區政府對內地 「全面封關」 雖未得逞
，卻收穫了進一步煽動分離主義和仇視
內地、敵視中央的社會心理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個月香港出
現搶購口罩、衛生紙和日常用品的現象
，甚至發生分離主義團體不遠萬里從美

國採購運回香港的口罩是 「中國製造」
的笑話。這一切，提醒香港居民，香港
是一座資源匱乏的城市，不可能脫離內
地而生存；就此而言，有助於遏制分離
主義。但是，有些社會賢達公開稱對內
地 「封關」 是 「封人不封貨」 ，向社會
傳播不怕與內地分離的錯誤信息，替分
離主義火上澆油。

穩經濟成選戰必爭之路

所以，疫情過後，愛國愛港陣營與
「拒中抗共」 陣營之間的矛盾，不會因
為抗疫期間雙方暫時以政府為施壓對象
而緩和，相反，將因9月第七屆立法會
選舉而更加激化。愛國愛港陣營必須清
醒地認識，由於特區管治團隊領導抗疫
不孚眾望，也由於分離主義是被 「拒中
抗共」 政治陣營要求 「全面封關」 而進
一步煽旺，因此，在疫情過後，在立法
會選舉上，他們的處境將比 「拒中抗共
」 政治勢力困難。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的困難，在
於他們只會破壞不會建設。他們在 「黑
色革命」 中得勢，不是因為他們建設了
什麼，而是由於他們維護了不少香港居
民內心對內地的偏見和成見。儘管這樣
的維護是以破壞香港社會安定和加速經
濟衰退為代價，卻被不少香港居民忍受
了。

疫情爆發前，香港已陷入前所未見
的嚴重經濟衰退。疫情沉重打擊香港的
旅遊、零售、餐飲、運輸等各行各業；
香港與內地經濟交往被壓抑至史無前例
的谷底。疫情過後，振興和穩定經濟成
香港首要任務。這時， 「拒中抗共」 政

治勢力只會破壞不會建設的致命弱點，
便將壓過他們對所謂 「自由」 的追求。
因為，在抗疫前，經濟雖已衰退，但是
失業和減薪未成普遍現象。抗疫期間，
越來越多企業結業或縮減規模，越來越
多僱員加入失業大軍或者被迫減薪（包
括被迫放無薪假）。疫情過後，失業和
減薪潮將更厲害，這時，越來越多香港
居民不會為了自由而甘願勒緊褲帶，他
們對政治團體的要求，將更看重誰能穩
經濟穩就業保飯碗。

疫情過後，嚴酷的經濟形勢必定加
劇僱主與僱員之間的矛盾。這是關乎香
港政局的第三個重要矛盾。為爭取選票
，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會把矛頭指向
僱主和政府，要求僱主體恤僱員，要求
政府推行穩經濟穩就業保飯碗的政策。
同樣為爭取選票，愛國愛港政治團體也
會提出類似的要求。但是，雙方的原則
性區別在於特區管治團隊必須同愛國愛
港政治團體合作，主動制訂和實施穩經
濟穩就業保飯碗的政策。

在抗疫時，特區管治團隊強調公共
衛生不關政治，展現的是超然任何政治
團體單獨領導香港社會抗疫。其實，當
今世界沒有純粹的公共衛生，政治總是
程度不同地介入各國各地不同時期的公
共衛生事件。何況，僱主與僱員之間的
矛盾屬於政治範疇。現屆政府必須明白
，餘下任期充滿荊棘，能否順利管治和
施政在於能否得到愛國愛港陣營全力支
持。特區管治團隊不僅必須與愛國愛港
政治團體合作，而且必須努力協調勞資
關係，否則，疫情過後，香港政局將急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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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香港聚焦三大矛盾為何拿走，咱們回家！做文章？
不得不說，上年爆發的 「

修例風波」 ，以及近期肆虐的
新冠肺炎疫情，真的是一面照
妖鏡，使得一些打扮成 「中間
派」 或 「溫和建制」 的投機分
子，都在此時顯露本性，跳出來胡亂
批評政府。當中，中大社科院某客席
副教授，便是一個典型例子。

以近日 「鑽石公主號」 郵輪上的
港人成功返港為例，該名副教授便拿
着接送船上港人到東京羽田機場的旅
遊巴大做文章，批評貼上簡化字寫成
的 「走，咱們回家！」 橫額。他聲稱
，包車包機使用的文字不可能不屬於
「兩制」 ，並以沒有多少香港人會說
「走，咱們回家！」 為由，質疑香港
特區政府連這些微小的 「權限」 都不
把關云云。

其實，今次滯留在 「鑽石公主號
」 的香港乘客能夠成功撤離，乃是在
中央政府的統籌下，經中國駐日本大
使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區
政府有關部門協調下進行的，當中涉
及外交斡旋。難道常以 「國際關係學
者」 自居的副教授，會不知道根據《
基本法》第13條規定：與香港特區有
關的外交事務，是由中央政府負責管
理乎？

至於接送登岸港人至機場的旅遊
巴，其實是由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及居
日華僑劉丹蕻（原田優美）協調安排，
該名副教授拿來大做文章的橫額，亦
是出自劉丹蕻之手。難道副教授口中
的所謂 「兩制」 ，還能管到中國駐日
大使館，甚至是居日華僑的頭上乎？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假定旅遊巴

是由特區政府安排，那幅橫額是
由特區政府製作，橫額所使用的
文字，究竟又關 「兩制」 什麼事
呢？所謂 「一國兩制」 ，是指香
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方式，五十年不變。換言之， 「一國
兩制」 只涉及 「姓資姓社」 之別，標
語用簡化字也好，用 「咱們」 也罷，
跟香港是否實行資本主義無關，亦不
涉及 「一國兩制」 原則。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 「一
國兩制」 在坊間的一般用語習慣裏，
其實是指中央及特區政府有否按照《
基本法》辦事，又或者是特區政府在
回歸後，有否沿襲港英時代的法律或
政策。然而，不論是《基本法》第9
條還是《法定語文條例》第3條，都
只是規定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
文，當中的 「中文」 一詞，並無字體
或用字上的任何硬性規定。如此說來
，副教授口中的特區政府 「權限」 ，
究竟又有何法理依據？

由此可見，該名副教授拿着旅遊
巴的橫額大做文章，不但於理不合，
而且於法不容，完全是上綱上線。歸
根結底，他表面上擁護 「一國兩制」
，在骨子裏卻是跟亂港派一樣，熱衷
於製造所謂的 「繁簡之爭」 和 「粵普
之爭」 ，藉此挑動部分港人不滿內地
的情緒，以及建立港人的 「主體性」
，從而推動所謂的 「文化港獨」 。不
諱言的說，這種表裏不一的 「暗獨」
言論，才是更加值得防範的思想流毒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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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爆發，不僅
是對一個社會醫療制度的
考驗，更是對國家與政府
能力的考驗。中國以 「封
城」 的堅定舉措，有力地
遏阻了疫情，獲得世衛的

高度讚賞。而聯繫到過去數周以來，
發生在三艘郵輪上的防疫抗疫事件，
以及三種截然不同的結局，更讓世人
進一步看到，中國政府一切以人民健
康為重的高度負責態度，以及行動的
果斷、高效、有力，是打贏疫情的決
定性因素。

在此之前，沒有人料到郵輪竟然
會成為另一個 「疫區」 。三艘郵輪：
「鑽石公主號」 、 「威士特丹號」 、
「歌詩達賽琳娜號」 ，在海上漂泊後

分別停靠在了日本橫濱港、柬埔寨西
哈努克港，以及中國天津東疆港。自
此，三艘郵輪展開了各自不同的軌跡
，呈現出三種完全不同的結局。

首先是停靠在日本的 「鑽石公主
號」 。一名香港遊客1月曾乘坐該郵輪
，其後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日本當局

雖安排郵輪停靠橫濱港大黑碼頭隔離
，但並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官
僚作風之下，郵輪感染的乘客及船員
共634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日本媒
體報道，進入「鑽石公主號」超過90名
厚生勞動省職員，在沒有進行病毒檢
測的情況下，就返回了原來的工作崗
位，其中包括厚生勞動省副大臣橋本
嶽、政務官自見英子等人。截至昨天
，該郵輪的防疫工作仍然沒有全部
完成。而逾二百完成隔離的香港乘客
，在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全力協助下，
大部分人已乘坐三班包機返抵香港。

制度與執政能力的考驗

其次是 「威士特丹號」 ，在被多
個港口拒絕後，柬埔寨接納了該輪，
一度得到世界的高度讚賞。但其後，
馬來西亞衛生部門卻查出該郵輪遊客
入境該國後染上新冠肺炎，指責柬埔
寨沒有嚴格檢疫，兩國一度爆發 「罵
戰」 。儘管如此，到底該輪有多少人
受感染，仍未得到確切證實。而新冠

肺炎疫情擴散的陰霾，隨着 「威士特
丹號」 遊客的四散而不斷擴散。

最後是 「歌詩達賽琳娜號」 ，該
郵輪1月20日滿載3706名遊客和1100
名船員，從天津國際郵輪母港出發，
郵輪停靠日本佐世保港時，船上15人
出現發熱徵狀。

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揮部接到 「歌詩達賽琳娜」 號的告急
報告後，立即組織專家、醫務工作者
等部門組成應急小組，前往郵輪返航
停靠的天津東疆港登輪檢疫。確認輪
上無人感染新冠肺炎後，便安排3706
名遊客全部下船有序離開。 「歌詩達
賽琳娜號」 郵輪應急處置工作全部結
束，此時距第一道命令發出剛好近24
小時。中國政府的快速反應及果斷決
定，再次得到印證和肯定。

三艘郵輪的三種結局，不僅僅是
映照出不同國家及地區在應對疫情的
態度，更是反映出了不同國家的制度
優勢及政府的執政能力。 「鑽石公主
號」 之所以疫情大爆發，根本原因在
於日本當局的官僚作風； 「歌詩達賽

琳娜號」 之所以在一日之內處理所有
情況，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高度
警覺及果斷的舉措； 「威士特丹號」
之所以留下防疫的大漏洞，根本原因
在於接收的柬埔寨缺乏完善的應對流
行病的醫療體系。這三者如果結合正
在全中國本土進行的全方位防疫、抗
疫措施，對比則更加清晰。

中國快速及果斷應對疫情

中國可以在十天之內建成一所大
型傳染病醫院，靠的不僅僅是發達建
造能力，還靠舉國抗疫的制度性優勢
。在武漢 「封城」 後，全國物資供應
沒有斷絕，大量醫護人員源源不斷進
入疫區，也是靠 「全國抗疫一盤棋」
的意識。在遭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傳
染病威脅，中國也沒有亂了陣腳，靠
的是堅強的政府領導，以及全國民眾
的上下一心團結一致。

港人對此應該感受更深。2月19
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宋如安、中國駐日大使館參贊兼總領

事詹孔朝，連同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
及入境處處長曾國衞，在橫濱迎接落
船港人及指導撤離工作。落船港人乘
坐大使館協調的旅遊巴，前往東京羽
田機場，旅遊巴掛上了 「走，咱們回
家！」 的橫額。駐港公署表示： 「艱
難困苦，玉汝於成。祝願所有香港乘
客們都早日平安回家！偉大祖國永遠
是你們的堅強後盾！」 這一刻，感動
了許多香港人。

中國雖然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但卻也是抗疫最有效的地區。世衛總
幹事譚德塞就多次高度評價中國抗擊
疫情的努力。他曾說： 「如果不是政
府的努力，以及他們在保護本國人民
和世界人民方面取得的進展，我們現
在可能已經在中國以外看到了更多的
病例，甚至可能是死亡。」 聯合國秘
書長亦曾指出： 「採取果斷有力措施
控制疫情傳播。」

不唱讚歌，不黑不吹，實事求是
，三艘郵輪有如三面鏡子，讓世人看
到中國的能力和擔當，也看到學習和
參考的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