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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邨多數居民要求重派《大公報》
作為港島杏花邨居民精神食糧

、 「入屋」 15年的《大公報》贈閱
版，近期遭反對派打壓，在公民黨
的樁腳、杏花邨 「黃絲」 區議員黃
宜兼任委員的杏花邨業主委員會黑
箱作業 「滅聲」 下，每一座停擺免
費報。居民被迫日曬雨淋於街頭排
隊取閱免費報章。在居民反對聲下
，業委會昨日舉辦兩場公聽會，出
席的居民壓倒性要求讓《大公報》
贈閱版等免費報重現座頭。有居民
直斥業委會包庇黃宜，並批評港鐵
作為屋苑管理方盲從業委會的建議
；港鐵昨回覆稱，目前未收到業委
會指示要求改變有關安排。

出席公聽會反對滅聲 斥業委會包庇黃宜

大頭相事件令街坊寢食難安
【大公報訊】杏花邨業委會昨日舉辦

兩場關於停擺《大公報》贈閱版等免費報
章 「入屋」 的公聽會，大部分出席的居民
怒批業委會 「一言堂」 。最早發聲的老街
坊麥先生及黎太，上月25日被人以黑暴慣
用的貼街招張貼 「大頭相」 威嚇後，既憤
怒又擔心，寢食難安，又向記者表示不再
信任業委會。

今年86歲的麥老伯昨日表示， 「大頭
相」 事件後，令老當益壯的他都擔心人身
安全。他表示現在會等到天光後再與老街
坊一起晨運，不敢單獨一個人， 「上月尾
看到一名陌生男子清晨在海旁徘徊，鬼鬼
祟崇，但7月1日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很神
奇這幾天再看不到他」 。他直斥黃宜等人
將政治帶入杏花邨，破壞數十年和諧，弄
得烏煙瘴氣，慨嘆說： 「生活變得不能舒
暢，街坊之間已失去互信。」

年近七旬的黎太則指，現在遇到陌生
人會感到很害怕， 「試過乘搭升降機，裏
面站了兩個陌生男子，我驚到走出升降機
，不敢同乘」 。她苦笑說， 「大頭相」 事
件後兒子很擔心她的安全，經常來電慰問
，又叮囑她減少外出。她坦言，街坊都不
敢跟她打招呼， 「怕被人影相、起底，擰
轉面行開」 ，而過去10天的精神和心理壓
力大增，寢食難安。

另外，麥老伯的女兒不滿黃宜作為杏
花邨區議員持續 「潛水」 ，令家人求助無
門，港鐵作為屋苑管理方，亦沒有提供任
何協助或對無形的暴力威脅作出譴責。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
，昨以視像形式在一個有關香港國安
法論壇上發言。他表示，香港國安法
文本中多次出現自由、人權、權利等
詞彙，內容涵蓋無罪推定、不溯及既
往等原則。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第5
條強調的法治原則，為國家安全與人
權自由的平衡提供了依據。

韓大元表示，在香港國安法的規
範體系中，對人權自由具保障性的程
序與制度安排，但人權自由並非絕對
，而是為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而
有所限制，這種限制遵從嚴格的比例
原則。他續稱，在談論國家安全和人
權理論時要有基本判斷，即其中哪些

能夠適應時代要求、哪些需要進行反
思及調整。

對於香港國安法的解釋問題，韓
大元指出，香港國安法在實施過程中
難免遇到難題，但香港回歸23年來
已積累不少關於基本法第158條、即
法律解釋權的哲學與智慧，為日後解
決矛盾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他表示，
基本法第158條成功連接起內地法律
和香港普通法，把國家主權的意志和
「一國兩制」 下香港普通法的特點有
機結合，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
權一直相對保守、克制，盡量授權特
區法院解決問題，只有在確實不正確
、需要解釋的情況下，才行使了五次
解釋權，以維護法律制度。

至於香港國安法第38條的規定

，韓大元表示，該條文涉及的國家安
全保護管轄原則在世界通行、並非特
殊安排，包括國家刑法第8條、德國
刑法典第5條，都旨在管轄外國人在
境外對本國的犯罪。他強調，香港是
一個地方行政區、不是獨立的政治實
體，故不會以國籍作為屬人標準。

應以客觀理性看待國安法
展望未來，韓大元認為，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不能盲目樂觀，不要以
為有此法律，香港所面臨的問題都能
解決；但也不能過於悲觀，香港國安
法實施不意味香港引以自豪的法治便
處於危機狀態。他強調，應以客觀、
理性的方式看待香港國安法，在法律
文本和法治價值上達成共識。

特首籲市民勿被外國政客謊言迷惑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

專頁表示，立法會理性討論施政的空間已愈
來愈少，外國官員和議員聲稱香港國安法
要經過香港立法會的程序，是 「痴人說夢
話」 。

林鄭月娥說，前日從電視直播看到多位
反對派議員在由葉劉淑儀議員主持的教育事
務委員會上的搗亂言行，令人不忍卒睹。委
員會要討論的是學校教科書和教材的問題，

是近年好多家長關心的事情，也是特首要求
教育局須做好把關的一項工作，但在今日議
會想正常討論也命途多舛，就足見立法會理
性討論施政的空間已愈來愈少。

「在這政治現實下，我們能寄望特區的
行政及立法機關可以完成本地立法，維護國
家安全嗎？」 特首指出，那些批評今次從國
家層面為國安立法的外國官員和議員，說什
麼要經過香港立法會的程序，是有點痴人說

夢話，況且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無論是單一
制或聯邦制，有關制止分裂國家或顛覆國
家政權等國家安全罪行的立法都是由中央
或聯邦政府直接負責，不會假手於地方政
府。

以理智抗拒抹黑
林鄭月娥表示，中央在今次香港國安法

中，把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交給特區，

是對 「一國兩制」 的堅持和對特區的高度信
任。

林鄭月娥說，請大家不要被本地反政府
政客那些什麼 「一國兩制已死」 的口號所蒙
騙，也不要被外國官員和政客那些什麼 「和
香港人站在一起」 的美麗宣言所迷惑。香港
近年被這些恐嚇欺騙、假仁假義的口號和文
宣已經害得慘了，是時候向這些謊言大聲說
「不」，以理智抗拒抹黑，讓香港重回正軌！

◀出席公聽會的杏花邨居民代表，怒斥業委會 「 一言
堂」 停擺《大公報》贈閱版

▲出席公聽會的居民，以行動支
持重派《大公報》

▲被批評把政治帶入杏花邨的 「
黃絲」 區議員黃宜連日 「潛水」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在一個電台節目表
示，香港國安法定出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
罪行，但無追溯力，故香港市民不用擔心
國安法會被用作對以前行為或活動的所謂
「秋後算賬」 。

陳弘毅指出，在既往不咎的前提下，
香港社會可重新出發，國安法為 「一國兩
制」 下的 「一國」 原則，以法律方式劃出
明確的底線，只要市民日後的言行不再跨
越這條底線，國安法便無需用來檢控和判
刑，香港社會也能回復安寧，飽受反修例
運動和疫情打擊的香港經濟便有一線生機
， 「一國兩制」 的事業便可重新上路。 「
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願意繼續以香港為家
的香港市民的盼望。」

陳弘毅認為，香港國安法可被理解為
中央為 「一國兩制」 的繼續實施，提出了
新的社會契約，即一個可以同時得到中央

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接受和遵
守的社會契約，該契約要求香港市民履行
一種最低的義務，就是不要逾越 「一國」
的底線，不要觸犯國安法所定出的四類刑
事罪行。

「這些要求並不太高，也並非過分，
願意接受這些行為準則的香港市民，便能
繼續在香港安居樂業。」

陳弘毅指出， 「一國兩制」 中作為 「
兩制」 其中之一的香港制度、價值和精神
，只要不違反國安法定出的 「一國」 底
線，便能繼續存在和發展，中央也會繼
續支持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特區
政府攜手合作改善港人的民生。 「這樣的
一個社會契約有其合理性和務實性，接受
這個社會契約的條款，無損港人的尊嚴。
我們仍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堂堂正
正地做一個中國人，一個家在香港的中國
人。」

陳弘毅：國安法訂立新社會契約

▲麥老伯、黎太直斥黃宜等人把政治帶
入杏花邨，破壞數十年和諧

韓大元：立法已平衡國安和人權

杏花邨業委會閉門議決在屋苑各
座大樓座頭停擺《大公報》贈閱版等
免費報後，惹起居民震怒。業委會為
平息民怨，昨日舉辦兩場各兩小時的
公聽會，聽取經抽籤獲邀出席共67名
居民意見。大公報記者現場所見，出
席的44名居民以壓倒性的多數反對業
委會議決，直斥業委會剝奪居民福祉
，並逐一駁斥其議決的理據。

批評無視長者被威嚇
記者現場統計，第一場的公聽會

有35名居民出席，反對議決的有26人
；第二場則有32人出席，18人反對議
決。值得一提的是，每當反對議決的
居民發表意見後，逾200名圍觀邨友
均報以熱烈掌聲和歡呼聲，更有與會
者展示《大公報》贈閱版，強烈表明
重新 「入屋」 的訴求。

至少三名居民在會上指出，黃宜
聲稱遭人辱罵及其助手被拳打等粗暴
行為對待，業委會在毫無證據下便向
全邨發布 「譴責聲明」 ；但邨內有長
者被人以黑暴手法在公眾地方張貼 「
大頭相」 威嚇，業委會則未作任何譴
責。居民直斥業委會只知包庇黃宜，

卻無視長者受威嚇，同時批評港鐵未
有幫助受威脅的老街坊。

直指「權力令人腐化」
會上有居民認為踢走《大公報》

是政治決定，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
見」 ，又直指 「權力令人腐化」 ，批
評業委會當選後便無視居民意見， 「
掌權」 後便把政治帶入屋苑，破壞杏
花邨數十年的和諧。多名居民指出，
業委會在6月17日的會議前夕，未公
開列出停擺免費報的議程並即時議決
，質疑有違會議程序。面對居民的指

責，業委會主席鄧慧敏在公聽會結束
前才稱， 「今天聽到反對聲音，稍後
或作進一步諮詢。」

首場聽證會結束後，有居民向記
者直言，業委會的議決明顯有政治動
機， 「想將唔啱聽的《大公報》踢走
『滅聲』 」 。居民唐女士及黃女士均

指舉辦公聽會只是 「做騷」 ， 「如果
聽到反對聲音便不應即時停擺座頭的
《大公報》。」 居民周先生亦質疑業
委會是假諮詢， 「報紙架7月1日都搬
走咗，現在搞公聽會，意義何在？我
也不抱任何期望。」

▲林鄭月娥慨嘆立法會理性討
論空間愈來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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