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論 責任編輯：曹宗興A12 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議事
論事

文滿林

錢要用得其所 全民派錢是良藥

因應韓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特區政府向當地發出紅色旅遊
警示，同時禁止該國遊客入境。
這本是審時度勢的應有之舉，也
是向市民負責的反應。但反對派

卻對此冷嘲熱諷，聲稱只禁韓國而沒有禁止內
地是 「雙重標準」 云云。這種論調可笑之處在
於，將抗疫全面政治化、將 「封關」 與否視作
是全面與內地切割的手段，而無視最基本的客
觀事實。如果按反對派的邏輯，美國、日本、
意大利都有爆發，香港是否也要對北美洲、日
本、歐洲 「全面封關」 ？

反對派是真正「雙重標準」

有幾個事實必須弄清楚。
第一，韓國目前已經出現嚴重的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截至昨日已有近一千宗個案，教會
、軍隊已經成為重感染重災區，當地甚至將二
十一萬的 「新天地教會」 信眾進行檢驗。同時
也參照武漢的做法，對大丘市進行 「封城」 。
《蘋果日報》自己在頭版上刊登自韓國返回港
人的訪問，表達了對當地疫情大爆發的嚴重憂
慮。在如此情況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否需
要採取果斷的遏制疫情的措施？禁止韓國人士
來港，有沒有錯？

第二，對內地 「全面封關」 不科學更不可

行。首先，湖北省的疫情最為嚴重，這是毋庸
置疑的事實，全國九成以上的個案都出現在當
地。而特區政府早在1月28日就已經宣布禁止
來自湖北省的遊客來港，這和禁止韓國人入境
做法是一樣的。除了這一舉措外，2月5日特區
政府更宣布對所有自內地入境的人士必須強制
檢疫14日，包括香港居民。這已經更為嚴格
，因為有數十萬港人居於內地，受感染可能性
更大，如果不強制檢疫，香港等同無險可守。
更重要的是，不論是經濟上還是實質上香港不
可能全面與內地斷絕往來，否則香港會淪為 「
孤島」 ，疫情不僅無法盡快消除，反而會因社
會恐慌而全面爆發。這些道理已經講了無數
次。

第三，很多人可能忽視了一個客觀因素，
內地疫情固然嚴重，但集中在湖北。2月24日
的數據顯示，除了湖北省外的31個省、市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日內只新增9例確診個
案，這已經是非常低的水平。相較之下，韓國
、日本、意大利，新增個案比中國更多。在此
情況下，有什麼理由要全面禁止內地人士來
港？

再有一點，韓國目前人口有5100萬，湖
北省全省人口有近6千萬，規模相等。特區政
府早已禁了湖北人士入境，向此次禁韓國人士
入境，做法是一致的，並不存在所謂的 「雙重
標準」 。

其實，反對派不可能不知道上述基本事實
，也不可能不知道對韓國封關是必要之舉，但
他們仍要雞蛋裏挑骨頭，目的絕非關心香港的
抗疫形勢，而是要藉機來打政治牌。

冷待抗疫戰熱衷搞政爭

前段時間，反對派千方百計鼓吹 「全面封
關」 ，意圖以此來達到以往無法達到的與內地
切割的目的，甚至不惜煽動醫護罷工去蠱惑市
民。但客觀因素以及政府及時出台 「全面強制
檢疫」 新措施，令反對派無功而返，不僅失去
政治話語權，反而落下了 「冷血」 的名聲。如
今特區政府首次針對一個國家的國民採取禁止
入境的決定，也自然被反對派視為自己 「正名
」 的機會。

如今出現的效果是，公眾發現原來反對派
是反對向韓國 「封關」 的。實際上，如果按反
對派政客的邏輯，那麼，日本有數百宗個案，
意大利有超過兩百宗個案，美國也有，是否也
應該全面禁止上述國家人士來香港？不是說不
能 「雙重標準」 嗎？為什麼公民黨的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不去強烈要求呢？為什麼黑心醫護不
以 「罷工」 要挾呢？為什麼立法會不通過 「緊
急動議」 向全世界封關呢？

有句香港俗語叫 「捉蟲」 ，反對派如今的
舉動何異於 「捉蟲」 ？

反對派何不要求對美國封關？
不吐
不快

譚鏗然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兩名西貢區區議員柯
耀林及陸平才，早前動議把唐明街休憩處更名為
「周梓樂紀念公園」 ，並要求將軍澳72區休憩設

施落成後，命名為 「陳彥霖紀念公園」 ，同時在
公園內增設 「連儂牆」 和以 「修例風波」 為主題

的壁畫。該議案竟獲6人和議，預計下周二進行討論。
在這年頭，抽政治水不是什麼新鮮奇事，然而，亂港派

今次竟然選擇了 「消費死者」 這種最卑劣的抽水形式，這不
僅是侮辱死者，更是在死者家屬的傷口上灑鹽。

相信各位讀者都知道，區議會在本港政治制度中屬於諮
詢架構的一部分，職能只包括就地區福利、公共設施等問題
向政府提供意見。當然，區議會也可以向政府申請撥款滿足
地區需要，但撥款範圍基本只限各類社區活動或小型工程。
如果是公園、休憩設施這類公眾遊樂場地的管理工作，最終
還是歸康文署負責。

香港過往也曾有公園改名，例如中山紀念公園、定裕坊
休憩處等。按一般程序，提出動議者可以是政府或區議會，
然後交相關區議會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討論，待委員會同
意後，康文署才會刊憲落實安排。由於最重要的刊憲部分是
由署方負責，故有關地區設施的更動，政府還是掌握決定性
的話事權。

先不論目前區議會受疫情影響仍在休會，政府部門未必
會出席相關會議。即使撇除政治上的考慮，政府都不可能接
受有關的改名建議。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梓樂與陳彥霖的死
因，前者至今仍然未明，後者則由其母親公開在電視露面，
說明女兒是自殺，亂港派要 「紀念」 兩人，究竟是想 「紀念
」 什麼？難道是要紀念發生在二人身上的不幸？未知亂港派
事前有否徵詢兩人的家屬同意，否則，此舉無異於在其家屬
的傷口上灑鹽。所謂的 「紀念」 ，其實是要誣衊警方，政府
根本不可能同意。

筆者相信亂港派議員不至於天真到認為，政府有同意該
建議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他們為何還要提出這樣的動議？
可能性有三，其一是他們智商有缺陷；其次是他們單純把區
議會當作悠閒玩笑俱樂部；最後，也是性質最惡劣的一種，
就是他們明知政府會反對，卻藉此來煽動市民與政府之間的
矛盾，以維持選舉所需的高度政治化環境。換句話說，他們
是透過消費死者，來賺取政治油水。當然，也不能排除有第
四個可能性：三者皆是。

由這裏便能看出，亂港派煽動年輕人對抗政府，儘管整
日手足前手足後叫得多麼親熱，但實際上，最不在乎年輕人
死活的正是他們這班人。他們可以全無惻隱之心，毫不猶豫
葬送年輕人的前途，自己則立於不敗之地吃人血饅頭，甚至
不幸有生命逝去，也要繼續被他們利用作騙取選票的踏板，
這樣的人，已不是缺乏政治智慧，而是連做人的基本良知也
欠奉。

距離9月立法會選舉愈來愈近，亂港派只會更加樂此不疲
，推更多年輕人走上不歸路，而受到亂港派控制的區議會，
也可以預見會出現愈來愈多更荒唐的動議。

亂港派消費死者樂此不疲
新聞
背後

卓 銘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
思日前去信律政司及法援
署，要求兩個部門繳清拖
欠大律師處理法援案件及

擔任外聘檢控官的費用， 「幫助大狀度過寒冬」 云云。原因
是法院暫時關閉，大律師們 「無工開」 ，所以要求政府繳清
費用，好讓大律師有錢交租。連貴為社會精英的大律師，也
要求政府幫助，確實讓人唏噓不已。

精英階層尚且如此，基層的艱難就不言而喻了。我們稍
為到街上走走，不難發現酒樓食肆、零售店舖顧客寥落無幾
，吉舖待租滿目皆是；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不再是 「狼來
了」 ，而是迫在眉睫的危機。

有人說，這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觸發而來的經濟蕭條。
這裏我先引述特區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上月發表經濟札記，
根據客觀資料推算，對零售業銷售總量、食肆總收益及酒店
業收益分別在2019年第三季額外損失，大約為15%、11%及
18%，2019年經濟按年負增長2.9%。當中以零售、餐飲、
酒店及訪港旅遊業所受的影響最為明顯。這幾個行業的業務
在去年第三季急劇惡化的速度。因此，這些行業在去年第二
和第三季之間的業務惡化情況，相信大部分是反映本地社會
事件及暴力衝擊所帶來的重大干擾。

「派錢」只能止一時之渴

我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會加速香港經濟衰退，但不是觸
發點。真正的觸發點是去年爆發的 「黑暴」 ，暴徒高呼 「攬
炒」 口號，以犧牲香港經濟為最終目標，並叫囂不達此目的
就決不甘休。他們針對任何與內地有關聯或支持政府止暴制
亂的企業，以 「裝修」 之名肆意縱火破壞，令部分企業不敢
開門營業。在這種 「攬炒」 風盛行之下，企業和不少打工仔
，已首當其衝被強迫吞下 「攬炒」 的苦果。

經濟衰退是由去年的 「人禍」 造成，並在今年的疫情中
加劇。在新冠肺炎肆虐下，訪港旅客大減，即使商舖開門營
業，也無生意可做。許多商舖為減省開支，只能要求員工放
無薪假、減薪，甚至裁員，香港消費市場必然陷入相當長時
間的低迷。

面對這種局面，社會各界特別是建制派必須團結一心，
與政府合力抗疫。與此同時，政府不能等疫情過後才思考經
濟發展的問題，應利用現在經濟暫時的沉寂期，抓住這次疫
情人們的一些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交方式等發生的變化
，倒逼一些新的政策，催生一批新的行業和業務的發展，釋
放增長潛能的改革舉措。

經濟發展才是王道。 「全民派錢」 只能止一時之渴，不
能解長遠之困。無論是政府、政客，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全國政協委員

誰該 攬炒的惡果負責？

從1月23日香港出現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截至昨日為止累計確診個案已增至84宗
。在這一個多月的抗擊疫情時間裏，我們雖然
看見一些自私、冷血、 「做政治騷」 等醜陋行
徑，但也看到無私的關愛、互助精神。疫情是
試金石，讓人們相信，即便黑衣暴亂持續逾8
個月仍未止息，香港依然有真情，獅子山下守
望相助的精神並沒有遠去。

一個多月來，拒絕參與 「政治罷工」 、一
直堅守崗位、承擔超負荷工作的公營醫療系統
醫護人員，200多名主動支援公立醫院的私營
醫療系統醫護人員，他們為守護港人健康、性
命安全盡心竭力，在關鍵時刻的行為展現了人
性之美，港人會永遠銘記。

口罩等防護用品緊缺。大量本地企業、駐
港中資機構、愛國社團政黨、個人，不辭辛勞到
全世界蒐羅醫療防護產品，向香港醫療和慈善
機構、基層社區組織和民眾捐贈口罩；有社團
買來機器在本地生產口罩，免費向基層市民提
供；更有立法會議員默默將口罩投入公屋和居
屋的信箱贈予住戶。這與只買到少量口罩，便
網上大肆炒作的亂港派組織形成極大的反諷。

為了保障港人日常生活所需，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專程走訪多家駐港中資企業，實地調研
倉存、了解市場供應。並要求保障供港食品和
日用品貨源充足、供應正常。

港人守望相助的大愛之心並不限於香港一

隅。在祖國有難的時候，香港從來就不會缺席
，即便是黑衣暴亂尚未止息，部分人感染 「政
治病毒」 的當下，依然有一種情懷撥人心弦。

同舟共濟是抗疫唯一辦法

「醫護的天職就是要對抗疾病，而非逃避
疾病。」 這是香港肝臟移植權威、港大深圳醫
院院長盧寵茂所說的一句實話。當新冠肺炎疫
情來勢洶洶之際，盧寵茂毅然地選擇北上留在
深圳，協助內地抗擊疫情。據了解，已有18
名香港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搬到深圳協助抗擊
疫情。而最新消息是，盧寵茂已率領包括12
名香港醫護人員在內的50人醫護團隊馳援武
漢，主動成為 「逆行者」 ，與武漢同胞在第一
線共抗疫情。

在武漢，港資武漢亞心總醫院成為武漢第
一批定點發熱門診醫院之一。國務院副總理孫
春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亞心醫院主動提
出將全部400床位拿出接治患者的做法表示讚
賞和感謝。

一個多月來，香港社會各界通過各種途徑
向內地捐款捐物，展現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 的高尚情操。這與那些藉口 「全面封關」 為
由，妄圖割斷香港與內地所有聯繫的亂港派，
道德上有着雲泥之別。同時也證明，血濃於水
的感情並不會因為因 「修例風波」 中一些人的
政治操作而消失。

當前，抗擊疫情的形勢依然嚴峻。香港聚
集性感染的可能性還會擴大，任何人都不能掉
以輕心。那種因為他人患病而幸災樂禍的聲音
應該杜絕。畢竟疫情當下，誰也不會絕對免疫
，更不會因為你的 「政治屬性」 不同而不會中
招。守望相助、同舟共濟是抗疫的唯一辦法。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20日在網上致信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信心、愛心、齊
心這 「三心」 ，分享他對抗疫的心得。事實上
，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寫給全體香港市民的一封
「家書」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對各界

的具體要求，對港人的殷切期望，和對抗擊疫
情的堅定信心。他特別提醒，當前，無論對國
家還是香港來說，疫情防控工作都到了最吃勁
的關鍵階段，只有齊心協力，才能共克時艱。

疫情下守望相助的精神才是香港之美。正
如內地、香港、台灣藝人合唱的抗疫歌曲《堅
信愛會贏》的讀白所言： 「疫情並不可怕，只
要14億人，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我哋就一
定會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

疫情下守望相助才是香港之美

▲政府全民派錢，有助刺激消費，紓緩企業
裁員壓力 法新社

議論風生
葉建明

有話要說
周春玲

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今日發表。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日前在網誌上透露，
這份預算案幾經艱辛才敲定下來
。在經歷中美貿易戰、 「修例風

波」 演變為續逾8個月仍未止息的暴亂後，
再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接二連三的打擊
對香港經濟可謂是雪上加霜，估計財政赤字
可能達700億元的歷史新高。

助刺激消費保工人飯碗

然而，即使預算案提出多項利民紓困措
施，也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要求。近期
社會不同界別及政黨提出 「全民派錢一萬元
」 以紓解民困，但市民不能有過分期望，畢
竟 「全民派錢」 會加重政府財政負擔，財政
司司長接納與否，將會在今日公布的預算案
中揭曉。

假若陳茂波司長以新財政年度將出現
700億元赤字決定不派錢紓解民困的話，確
實令到廣大市民尤其是草根階層頗為失望。
因為自去年六月 「修例風波」 爆發後，飲食
、零售、旅遊、物流等各行各業均受到嚴重
衝擊，不少商舖因而倒閉，令到不少打工仔
失業或陷於 「半失業」 的開工不足狀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日前指出，受
疫情影響，未來難免有公司結業，失業率短
期可能升至4%至5%，至於會否再一步上升

則需視乎疫情，但估計未必會去到2003年沙
士期間的8%水平。

縱使在 「黑暴」 和新冠肺炎疫情夾擊下
，預計失業率亦不會創下九七回歸以來新高
。但在這種不景氣環境下，特區政府亦應在
非常時期採取 「非常手段」 ， 「派錢」 紓解
民困亦不失是一劑 「良藥」 。

其實， 「全民派錢」 紓解民困與司長提
出 「撐企業、保就業」 這一應對下行經濟的
關鍵目標之間並無衝突及矛盾。因為 「全民
派錢」 市民便有動力去消費，有利各個營商
行業，刺激經濟循環，對眾多企業都有利無
害。尤其更多飲食、零售企業因而受惠可繼
續經營下去，從而有助降低失業率。反之，
若市況蕭條，市民無錢消費勢必影響各行各
業生存，甚至出現大規模的裁員潮、倒閉潮
，令失業機會不斷增加。因此，從另一角度
來說， 「全民派錢」 的成效絕不比 「撐企業
、保就業」 遜色。

其次是，在當下失業率不斷高升，勞工
生活因受失業的影響下，產生不少怨氣和不
滿。政府在適當時候順勢作出派錢紓困，也
不失是個紓解民怨的一劑 「良藥」 。不要因
為年度財赤大而有所顧慮和踟躕。本年度財
赤並不代表之後每一個年度均會出現財赤。
況且，目前政府盈餘仍超過1萬1千億元，足
以支持政府三十一個月的經常性開支，況且
還有新的收入，可見政府財政狀況相當穩
健。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一旦暴亂止息、新
冠肺炎疫症受控，香港各行各業必然得到新
的復甦和刺激，經濟定必得到更大更快的增
長和發展，否極泰來。

對於社會不同界別及政黨提出 「全民派
錢一萬元」 的訴求，其實只是一種叫價套路
而已，不一定要派一萬元才 「收貨」 。即使
政府最終決定全民派不夠萬元，相信絕大部
分市民都會 「收貨」 。

若按全港約650萬名18歲以上居民派六
千元計算，總開支約390億元，較派一萬元
略少支出260億元。筆者相信，即使 「全民
派錢六千元」 ，大部分市民也會欣然接受，
政府也毋須企硬拒民於千里。得出的效益和
反應總比 「落閘」 不派錢好得多。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