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爺陳茂波周
三公布的財政預算
案，大刀闊斧推出
總額達一千二百億
元紓困利民措施，
包括退稅、寬減差
餉、寬免排污費水
費、豁免商業登記
及牌照費、公屋免

租、下調生果金年齡等，當中以所
有十八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每人獲
派一萬元抗疫津貼最為令人矚目，
我忍不住要讚一句：財爺，好嘢！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爆發
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社會各界各
行業以至每一個市民都受到不同程
度影響甚至傷害，緊接着又受到新
冠肺炎疫症嚴重衝擊，經濟活動幾
乎陷入停頓，所謂屋漏偏遭連夜雨
，結業、失業、減薪、放無薪假等
各種壞消息接踵而來， 「長太息以
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特區政
府透過財政預算案推出利民紓困措
施，乃是應有之義，但紓困力度多
大，是否需要開倉派米，以及如何
派發等等，考驗財爺的智慧。

預算案公布之後，我的朋友圈
有不同意見。J哥是某銀行高層，
他第一反應是一千三百九十一億赤
字太高，擔心影響香港信貸評級。
他的擔心絕非杞人憂天，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幾十年來經歷大大
小小多少次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依
然屹立不搖，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因
素，就是香港擁有豐厚財政儲備和
一直奉行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今
次破天荒一千三百九十一億赤字預
算，佔特區政府現有財政儲備逾一
成，而且預料未來五年都會有財赤

，這樣下去會不會對特區政府財政
造成壓力？未來會不會需要加稅去
增加庫房收人？J哥的憂慮不無道
理，希望財爺以及特區政府相關官
員向市民作出解釋。

M女士是前傳媒人，她質問財
爺 「派錢做什麼？是振興經濟？維
穩？還是為派而派？」 她認為社會
不滿不是派錢能解決，反對政府的
人拿了錢還是會繼續反政府，而區
區一萬元又幫不到民眾長遠生計。
M女士認為，不同政治立場的多個
政黨齊聲要求派錢，基於政治壓力
，政府不得不派，但她不認同被迫
派錢的做法， 「政府應該用這筆錢
建醫院，改善公共醫療環境，或者
將這筆錢投入基建，創造就業推動
經濟發展。」 她說。

我非常認同M女士派錢不能解
決民怨的觀點，但認為今次派錢做

法正是今年預算案的
亮點。九年前曾俊華
宣布派六千元，我在電視節目批評
他不應該照抄澳門政府的做法，但
時移勢易，這次情況不同。事實上
陳茂波並不喜歡派錢，去年曾經公
開表示派錢的做法不符合政府 「理
財新哲學」 ，但一年前的香港已永
成記憶，財爺當然有權 「擇善固執
」 ，堅持不派錢的理財新哲學原則
，但這樣做無異於政治自殺。財爺
不僅派錢，而且全無討價還價，社
會要求派一萬，好吧，那就派一萬
，一分錢不少。M女士認為這是被
迫派錢，我卻讚財爺不再抱殘守缺
，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是否
定自己，亦是突破自己。

會計師出身的陳茂波自三年前
擔任財政司司長以來，每年的財政
預算案都平淡無奇，連 「派糖」 也

細眉細眼，不接地氣。但今年預算
案卻大刀闊斧，放下政治正確的包
袱，對民意作出正面回應。香港處
於非常時期，需要一份非常的財政
預算案，今次財爺能夠突破會計師
注重計數心態，超越大掌櫃角色，
着眼香港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政
治經濟大環境，大膽運用財政手段
，充分發揮儲備豐厚的優勢，為紓
解民困發展經濟作出努力，實屬非
常難得。雖然預算案有些內容和細
節可能引起爭議，例如非永久居民
不能享受派錢，法理人情上似乎說
不過去等等，但總體而言，我認為
這是陳茂波出任財爺以來最給力的
一份預算案，值得給予掌聲。對這
樣一份預算案，如果反對派橫生枝
節加以阻撓，可能要付出代價。

非常時期，非常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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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總部位於金
鐘添美道

資料圖片

我有顯微鏡下艷麗的色彩

我有凹凸有致的螺旋

和神秘感性的花蕾 刺身

我攝人心魄的一瞥

讓多少人不寒而慄

我有詭異奇譎的生命圖譜

我有福爾摩斯也束手無策的罪案線路

我可能無處不在

我也不告訴你我從哪裏來

我蟄伏着 隱藏着

我居心叵測 心比天大

我有的是耐心

我有的是強勁的繁殖力

我只等待着 等待着

某一次人們的疏忽大意

某一次人們的玩忽職守

某一次人們的縱欲饕餮

一聲令下

我的千軍萬馬

向人類的血肉

身體的疆土

發起猛烈的攻擊

不分男女老幼

不管高下尊卑

我攻城略地

淪陷武漢 施虐神州

滲透歐亞 直抵非洲

我在太平洋豪華郵輪上駐足觀光

我們也不怕熱

到金字塔邊上溜達溜達

我的到來

讓很多普通人成為英雄

他們原本

是醫院的醫生、護士

家庭的好丈夫好妻子好兒女好父母

普通，平凡，幸福，安詳

在不需要英雄的年代裏

他們只想做一個普通人

我來了 我看見

那些悲壯

那些英勇

那些傳奇

那種同仇敵愾

那種全民團結

那種全球共怒

那種沙場秋點兵

在生與死的較量中

在生存還是毀滅的拉鋸戰中

也許有一天我不得不撤退

也許有一天我不得不重新蟄伏

我會到最陰暗的角落

我會到最深山的陰濕之地

我會潛伏於某個野生動物身上

我會覬覦着

窺伺着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曾經悄悄地來

記住吧

記住吧

我的名字叫

──新冠

藝苑草
陳旭光

新冠自述 永遠的懷念
——悼曹驥雲

老曹（曹驥雲）走
了，雖說九十二歲是
高壽，但是，還是來
得有點突然。我和老
曹共事三十多年，很
捨不得他這麼快就離
開。

去年九月二十
七日，在香港新聞界

慶祝國慶酒會上，我們還合照留念，
互致問候，談得很開心。我讚他氣息
不錯，九十多歲的人了，走起路來，
不用拿枴杖，十分難得。老曹說，自
己能夠看到國家七十年的變化和發展
，很安慰。今年一月，退休同事茶敘
，我看見老曹也有參加，坐在前幾桌
。我本想讓他坐定後，再上前問候。
怎料，一轉眼，他提前離席了。如今
，只是相隔一個多月，我的問候永遠
無法實現了，能不惘然？

最近在手機看到一個有關一九七
九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視頻，前
兩天又收到老曹離世的消息，勾起我
塵封幾十年的回憶。那是一九七九年
二月的一個晚上。

那時，中越關係已陷於低潮。那
晚，剛好我和老曹打對面而坐。那時
的座位是一張張寫字枱拼在一起，大

家的距離很緊密，跟現在用屏風相隔
，各人相對獨立，很大的不同。

那晚是二月十五日，老曹負責編
《大公報》頭版，我編第二版還是做
他的助手，已記不起了。只記得，老
曹看完一篇新華社發自廣西的通訊稿
後對我說， 「我們要動手了！」 （這
句話，雖時隔四十多年，我還依稀記
得）我接過老曹遞過來這篇新華社稿
，也看了一遍，實在看不出什麼所以
然來。

老曹根據自己的判斷，將這篇看

似不甚起眼的新華社通訊稿顯著處理
，用老初號標題，放在第一版左上角
位置，很醒目。

第二天，我回到報館，把全香港
報紙都翩看一遍，對這篇新華社稿，
有些放在報屁股，有些根本不採用。
如此重視，顯著編排的，就真的只有
《大公報》一家。

真的，正如老曹所料，不到兩天
，二月十七日，中國正式宣告開戰，
開始了長達幾近一個月的戰事。

老曹對這條新聞從判斷到處理，

前後過程，我親眼目睹，深深印在腦
海裏，四十多年過去了，依然記憶猶
新。

《大公報》是一家百年老報，聚
集不少精英，老曹就是其中一位，能
從一篇稿看到風向，窺見動態，從而
作出準確的處理，令人敬服。

老曹等前輩經常教導我們，處理
新聞，要有自己見解和看法，如果人
云亦云，那是很難有競爭力的。諍諍
之言，言猶在耳，斯人已逝，倍感愴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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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冠狀病毒，讓全世界陷入恐慌。一
個冠狀病毒，讓口罩這個平時極為普通的用
品，成為人們搶購的必需品，變成各國管制
出口的戰略物資。

春節前，我們一家已預定好到內地旅遊
。當時已傳出武漢的冠狀病毒問題，於是一
到福州，兒子就到街上買口罩。跑了幾家近
郊藥店，他居然搜羅到了上百個口罩。沒想
到，一天之後福州的口罩就徹底斷貨，好多
朋友甚至從香港來電，問有沒有地方買口罩
。之後的日子裏，似乎口罩就成為人們的生
活必需品，去商場要戴口罩，買菜要戴口罩
，出去散步也要戴口罩。甚至大年初一有兩
個朋友過來拜年，全程也齊刷刷地戴着口罩。

回到香港之後，電視裏也天天上演着口
罩荒。在病毒面前，人與人平等嗎？這是奧
威爾式（Orwellian）的拷問，點出口罩荒的
焦慮。為何有些人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去找到

口罩，而有些人卻無能為力。有些人可以擁
有更多免於感染的自由，有些人卻失去了免
於恐懼的自由。在疫情肆虐下，一天換一個
口罩是基本的要求，但如果價格不斷飆升，
那麼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就要出現巨大的額
外支出。雪上加霜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小企
業宣告倒閉，餐館與消費場所十室九空，不
少打工仔在疫情下紛紛失業，面對購買口罩
的支出，這一片薄布就成為打工仔的負擔。

回想香港的過去，那是一個被稱為 「四
小龍」 的國際都市，是東方一顆耀眼的明珠
。過去香港也曾遇到過許多困難，二○○三
年的沙士也曾重創了香港。同樣是疫情降臨
，那時的香港人團結一心，齊心抗疫。那時
的香港醫護人員志願報名參加抗疫，高永文
等醫護人員英勇進入醫院，為搶救生命而奮
戰，成為香港人心目中的英雄。那就是香港
的 「獅子山精神」 。而那時的香港醫護人員

，是受市民尊敬的英雄，是人道的天使。而
反觀這次的香港，在疫情開始蔓延的關鍵時
刻，數千名醫護人員卻拋下病人於不顧，搞
了一場連續五天的罷工。這是香港歷史上首
次醫護人員罷工，從此在香港醫護史上寫下
了恥辱的一筆。

香港經歷過沙士，死了二百九十九人，
但當年的社會恐慌也沒今天的大。有人說，
正因為經歷過沙士之痛，才會這樣緊張兮兮
。捫心自問，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中國是
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國，只是在疫情下，不
少地區的工廠全面復工仍然存在困難，因為
口罩不夠，難以確保工人的安全，導致地方
政府與企業管理方都非常謹慎，以防止交叉
感染大爆發。這形成了弔詭的局面，也使得
口罩的產業鏈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不過
中國畢竟是製造業大國，一旦 「世界工廠」
的動能被激發，就會有巨大的潛力被釋放出

來。當前很多與口罩毫無關係的企業也要投
身製造口罩，就說深圳的國產汽車比亞迪公
司，二月初就宣布生產口罩和消毒液： 「三
天出圖紙，七天出設備，十天出產品」 。深
圳的這家汽車公司，用了四十八小時，建了
一條生產線，口罩日產量達五百萬個。這場
疫情刺激中國探索創新，從藥物到制度變
革。

一場大疫，是對社會與人的生命的摧殘
。但同時也是對人性，對人的道德品質和社
會制度的考驗和淬煉。其實這對香港來說也
是另闢蹊徑的 「藍海策略」 ，讓逆境成為新
的成長引擎。當前的困局也許會刺激香港人
更多的反思，也檢視香港政治上的缺失與瘋
狂，更希望能喚醒港人的人性。香港不僅要
消滅病毒，讓疫情遠去，也要建立更好的制
度，尋回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要找回香港人
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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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
逾一千二百億元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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