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葛珮
帆、周浩鼎及陳克勤均在圓桌會議發言。張國鈞認
為，年輕人犯罪源於部分政客的煽動，他指斥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曾揚言 「與年輕人一同被捕感到
驕傲」 的言論，鼓吹年輕人不惜一切代價走上街頭。

周浩鼎亦表示， 「攬炒派」 議員不斷鼓吹仇恨
、縱容暴力，卻不會帶同自己的子女參與暴力，只
會犧牲他人的下一代，批評這些政治領袖坐享 「政

治紅利」 的行徑虛偽。葛珮帆認為，有家長未能做
到言教身教，只交給外傭及學校照顧孩子，而學校
只會追求分數，令學生缺乏德育教育。她又批評，
有教師滲透及宣揚 「違法達義」 訊息，甚至進行 「
反對國民教育」 、 「去中國化教育」 等，認為
是違反基本的職業道德。

民建聯提出四方面建議，一、打擊青少年罪行
及執法。執法部門應加強情報主導方式採取行動，

特區政府可採取跨部門及多機構合作，從 「預防及
宣傳」 方面打擊青少年罪行；二、打擊假資訊。建
議政府制定《防止網絡虛假資訊法例》，禁止任何
人在社交平台及網絡傳播虛假資訊；三、針對教材
和教師操守問題，建議設立教材資料庫、制訂師德
及被裁定違法教師名冊、調整對違規教師的懲處機
制；四、針對學校教育問題，建議在大、中、小學
全面推行 「守法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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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三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

市民促警拘犯聚黎智英

林鄭：國安立法令港金融地位更上層樓

切 勿 上 當
大公報記者 劉越琦

鄧炳強勸年輕人：勿做政治祭品
去年六月爆發黑暴以來，逾8000

人因涉嫌犯下各種罪行被捕，當中約
3000人為學生。民建聯昨日舉辦 「關
注犯罪年輕化問題」 圓桌會議。出席
會議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修例
風波中被捕的年輕人是 「受害者」 ，
他們都是被爭取 「政治紅利」 人士利
用作出違法行為，成為 「政治祭品」
。他呼籲社會各界需勸止年輕人成為
「政治祭品」 ，一起向不守法意識說
「不」 。

爭取政治紅利者 利用他人子女作違法行為

【大公報訊】昨日本港新增三宗新冠肺炎輸入
個案，包括兩女一男，年齡介乎15歲至47歲，潛
伏期曾到過英國及巴基斯坦。目前累計有1106宗
個案，包括一宗疑似個案。其中一名26歲女患者三
月中曾在英國病發。專家說，該個案屬於 「持續陽
性個案」 ，通常發病初期傳染性最高，一段時間後
幾乎就無傳染性。

新增個案中，一名26歲女患者（1104宗）居
於英國，三月中發病，六月五日返港，並無病徵。

另外兩名患者有流行病學關聯，分別為15歲女子（
1105宗）和47歲男子（1106宗），他們二月至五
月底身處巴基斯坦，回港後入住檢疫中心，六月四
日開始發燒，由檢疫中心送院。

祿泉樓仍有四戶失聯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表示，

26歲女患者三月中發病，可帶毒七至八周，其後受
感染的細胞開始脫落，但細胞內仍有病毒基因殘留

，所以仍可檢測出陽性結果；該患者此時的傳染性
已非常低，估計不會對社區構成病毒傳播。

至於瀝源群組，截至昨日下午，衞生防護中心
於祿泉樓共收回1372個深喉唾液樣本瓶，當中九
個因樣本滲漏需要再次提交，已檢測的1363個樣
本，除早前的確診個案外，結果全為陰性；祿泉樓
仍有四戶未能取得聯繫。

此外，葵聯邨聯悅樓共收回及檢測2059個樣
本，沒有樣本呈陽性反應。

圓桌會議以 「遏止攬炒風，保護年輕人」 為
題，由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擔任主持。鄧炳強公
布，自去年六月至今年四月，共有8057人涉及修
例風波相關違法行為被捕，其中1472人已被起訴
；被捕人士中有四成報稱是學生，當中一半是大專
生、超過四成是中學生，且有年輕化趨勢。他指出
，有人把暴力浪漫化、英雄化，令不少年輕人以為
只要符合自己利益或信念，便可以為所欲為，甚至
訴諸暴力。

只籲捐錢「律師朋友」打官司
鄧炳強形容被捕年輕人為 「受害者」 ，認為

他們被爭取 「政治紅利」 的人利用，又指相關人士
要奉獻 「政治祭品」 時，永遠只是利用他人的子女
，自己或其子女從不參與黑暴。鄧炳強批評，當年
輕人被捕和坐牢時，背後煽動者只呼籲他人捐錢予
「律師朋友」打官司。他呼籲，社會各界需勸止年輕
人成為 「政治祭品」 ，並且擁抱法治、自律守法，
一起向不守法意識說「不」，且支持警隊嚴正執法。

鄧炳強提到，早前未完成的案件，目前仍進
行拘捕、檢控，強調 「踢保」 不能逃避刑責。他表
示，如案情並非最嚴重、被捕者有悔意、且意識到
被人利用等，警方會考慮以包括警司警誡等方式處
理。對於早前多名年輕人圍毆移除路障的女士，鄧
炳強說： 「我個心真係好痛，究竟係邊個將我們善
良的年輕人變為充滿仇恨的惡魔呢？」 鄧炳強說，
相信年輕人一腔熱血都是希望香港變得更好，並呼
籲 「如果要做真正的英雄，應該對香港有所承擔
，站在正義一方，向暴力說 『不』 。」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現時青少年不守法
意識不斷加劇，青年犯罪愈趨年輕化。她指出，早
前有關 「關注犯罪年輕化問題」 的調查顯示，有
67%的受訪者對犯罪年輕化的情況感到憂慮；有
60.2%的受訪者認為，現時法庭對年輕犯法者的
判決無足夠阻嚇力，清楚反映出社會普遍的擔
憂。

出席圓桌會議的嘉賓還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家庭議會主席
兼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理、退休裁判官兼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講師黃汝榮，以及一眾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等。

▲爆發疫情的祿泉樓已檢測1363個深喉唾液樣本，工人
日前在大廈附近清潔

【大公報訊】恒生指數連升一周，周
五收報24770點，是三個月以來的高位。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
網站發表文章指出，恒生指數已經重回
全國人大涉港國安立法決定公布後的位
置。

恒指重回高位 社會恢復穩定
林鄭月娥在文章中表示，有人說恒指

是香港的 「寒暑表」 ，它的大幅上落反映
的往往不單是經濟情況，也包括政治社會
現狀。5月22日全國人大公布涉港國安立法
決定，恒指曾急瀉1400點，當晚她回應記

者提問時曾表示，金融市場有波動，股市
有升有跌，最重要是制度穩健。

她說，留意到恒指五日收市報24770
點，不但已收復人大有關決定公布後的 「
失地」 ，而且是三個月以來的高位。此外
，接連有中概股回流香港作第二上市；生
物科技公司用香港做融資平台；五月份採
購經理指數（PMI）回升並創四個月高位
；香港的存款保持穩定，沒有大量資金流
出港元或銀行體系等。

林鄭月娥說，中央也力挺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和證監會都發聲支持

，並於上個月以實際行動助力香港金融，
連同外匯管理局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其中不少措施都
是有利於香港鞏固離岸人民幣、保險、
融資和財富管理的業務。

林鄭月娥表示，以上這些都幫助香港
擁有穩健的制度和優越的條件，可以經得
起風浪。她認為，全國人大為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立法後，香港的治安和社會環境將
恢復穩定，中央會對香港貫徹 「一國兩制
」 更有信心，海內外投資者更放心落戶香
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更上一層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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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出席民建聯舉辦的 「關注犯罪年輕化問題」 圓桌會議，指出由去年
六月至今年四月已有8057人涉黑暴被捕 大公報記者攝

斥政客禍首煽年輕人犯法

民建聯四建議 促加強守法教育

資深法官：一經定罪 終身有案底

•攬炒派政客言論：美化暴
力、鼓吹犯罪行為；

•朋輩影響：年輕人互相慫慂、羊群心
理；

•假資訊：鼓吹和煽動仇恨；
•網絡影響力：假資訊透過網絡傳播迅
速，且可以網路匿名形式進行；

•政治凌駕專業：部分教師、律師、社
工等將他們的政治理念灌輸給年輕人
，無視專業；

•青年人自身問題：包括向上流問題、
家庭結構和成長環境等。

犯罪年輕化六大成因

資料來源：民建聯

在 「限聚令」 下，支聯會一眾頭目卻無視
抗疫必要，日前舉行未經批准集會，並煽惑他
人參與，有觸犯法律之嫌。有市民昨日到灣仔
警察總部請願，要求警方拘捕有關人等包括李
卓人、何俊仁、梁國雄、梁耀忠、陳皓桓及黎
智英。市民代表許先生認為，黎智英已有案在
身，罪加一等。

另外，亦有市民不滿美國聲言對香港作出
所謂 「制裁」 。兩團體先後到美國駐港澳總領
事館抗議，嚴厲譴責美國政府。

【大公報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現時不少年輕人公然犯
罪，視法律如無物， 「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去 『違
法達義』 」 。他指出，修例風波的群體活動性質，
即暴亂有很多人支持，又有統一口號、目標、服裝
及裝備等，對年輕人而言具有吸引力，使其感到雀
躍而投入參與其中。

黃均瑜續指，警方在修例風波期間沒有很積極
為自己洗刷污名，而學校老師和家長也很難為警察
所謂 「濫捕濫殺」 等謠言作辯護，導致一些年輕人
對警察的仇恨植根心中。

籲家長睇緊子女
退休裁判官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講師黃汝

榮舉例指出，早前《深學媒體》13歲 「記者」 一
度在示威現場被警方帶走，涉事的當事人、監護人
及家長均有機會觸犯法例，稱容許兒童出現高危場

所的人士，均有機會干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7條，可判監禁三至十年。

黃汝榮又提到，不少年輕人有一個謬誤，以為
可用《罪犯自新條例》消除案底紀錄。他強調，一
經定罪都會有終身紀錄，呼籲家長需 「睇緊」 子女
行為，年輕人也要注意自己的行為。

家庭議會主席及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
理分析表示，社會各界需思考如何預防年輕人犯法
，認為只靠執法未必能成功解決年輕人犯法問題。
他指出，世界各國經驗反映減少青少年犯罪最成功
的介入方法，是需要有家庭參與。

石丹理引述西方數千個研究指出，加強年輕人
社會心理能力能有效減低青少年犯罪問題，這些能
力包括抗逆能力、人際關係和人生目標等。他強調
，減低青少年犯罪需多管齊下，包括家庭教育、年
輕人教育、執法和社會價值觀等一起推行，才能有
效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