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民優中選優 區議會務實為民
參選人皆為愛國者 背景多元有質素

新一屆區議會
選舉將於下月（12
月）10日舉行，連
日來參選人紛紛透
過各種方式與市民
積極互動。多名政

界人士表示，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不僅是
重塑區議會，亦強化了地區治理的頂層
架構，希望未來的地區治理工作可以提
升市民的獲得感、滿足感和幸福感。參
選人都是愛國者，彼此的競爭亦回復理
性，大家比政綱比質素，讓選民可優中
選優。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鍾偉畧

美媒爆料 證美國是港黑暴幕後黑手 調解為先承諾書
明年向灣區各市推廣

區選透視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分享 「選舉小百科」 ，提醒選民留意選
區。 政府宣傳片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提醒同事及選民，在12月10日投票選出區議員。
政府宣傳片

司局長拍片 籲市民積極投票

工聯會參選人 獲陳婉嫻傳授惠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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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法律周2023
昨日進入第三天，第六屆滬港商事調
解論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論
壇以 「打造亞太爭端解決高地，增強
滬港商事調解合作」 為主題，律政司
副司長張國鈞、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
副庭長胡方、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
理事長孫建平等出席。

張國鈞在開幕致辭中表示，律政
司會在明年內設立專門的辦公室和專
家委員會，推動成立 「香港國際法律
人才培訓學院」 ，促進 「一帶一路」
沿線地區的人才交流，培養熟悉國際
法和國家法制的法律人才。在調解方
面，律政司會在明年完成檢視規範香
港調解專業認證和紀律事宜的制度，
令香港調解業界更加專業化。

張國鈞又說，律政司積極推進大
灣區調解發展一體化。《粵港澳大灣
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去年年底
正式發布和施行，可起帶頭作用，讓
大灣區調解機構參照和自願採納。同

時，律政司會積極研究制定大灣區內
相互執行和解協議的銜接機制，致力
推動大灣區內調解制度的融合。

張國鈞重申，律政司多年來一直
致力透過不同措施在香港推動調解，
包括推出 「調解為先」 承諾書運動，
鼓勵社會各界先探索採用調解解決爭
議。繼上海、深圳前海和泰國曼谷
後，律政司計劃明年在大灣區各市推
廣承諾書，進一步在亞洲及國際宣揚
「調解為先」 的概念及香港調解服務
的優勢。律政司也會在明年5月舉辦
兩年一度的調解周和調解會議，藉着
不同類型的活動和研討會，進一步加
深市民對調解的了解。

▲張國鈞指明年會向大灣區城市推廣
「調解為先」 承諾書。

多名政府官員近日積極
落區向市民宣傳區議會選舉，

呼籲他們在投票日踴躍投票。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昨日在社交媒體發布影

片，表示12月10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早已
預留時間到所屬票站投票，希望選出有抱負、
有承擔、愛國愛港的人士服務社區。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同日在社交媒
體上與網民分享 「選舉小百科」 ，呼籲選民提
早留意自己所屬選區範圍，了解候選人的政綱

和地區工作，這有助選民在投票時從中選優。
另外，選民投票前要了解 「雙議席單票制」 投
票制度，即於所屬地方選區的選民可投選1名候
選人，得票最多的2名候選人當選。

楊何蓓茵提醒，選民稍後會收到投票通知
卡，區議會地方選區投票時間，是12月10日早
上8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合共14小時。她
呼籲大家屆時踴躍投票選賢與能，促進地區發
展和民生發展。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日前到房委會屋邨派單

張，向居民宣傳12月10日積極投票。她在社交
媒體上發布的影片顯示，她與副局長戴尚誠及
政治助理歐陽文倩，到房委會屋邨向居民傳
單，鼓勵居民積極投票。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副局長林智文及政治助理黃詠儀日前則到訪
「區選進社區」 活動的流動遊戲攤位，並聯同
發展局轄下九個部門首長齊呼籲市民於12月10
日的區議會選舉投票，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共
建美好社區。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落區宣傳

2019年香港發生黑
暴，有外國勢力為了自
身政治利益，意圖干
預香港事務，借所謂
「民主」、「人權」、「自

由」的幌子，不擇手段鼓動香港青年上街
衝擊，搞亂香港。但當香港國安法生效
撥亂反正，「棋子」用完即棄，一些「出位
分子」欲尋求「主子」庇護時，方知淪為棄
卒，當中包括反中亂港頭目黃之鋒。

近日，兩名曾駐港的美國傳媒記者
出書爆料，指黃之鋒在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試圖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着
草」 （竄逃），惟美國國務院考慮到該
國利益後斷然拒絕。文章透露，黃在美
國有豐富的人脈，聯絡可達美國官員、
議員，甚至最高層。

五人密會美駐港總領事
2019年黑暴時，立法會被暴徒破

壞，街頭磚塊橫飛，不贊同黑暴的市民
動輒被人「私刑」。《大公報》曾揭露，當
年8月6日反中亂港組織 「香港眾志」 的
黃之鋒、羅冠聰等人在金鐘JW萬豪酒店
大堂等待會見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官
員。當天，黃之鋒、羅冠聰身穿便服；
而同行的另外兩人則穿恤衫配西褲、猶

如面試，當美國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現身時，兩名「恤衫友」馬上整理
衣服。隨後，五人前往酒店房間密會美
國駐港澳總領事。翌日， 「眾志」 在社
交網站揚言正策動九月罷課。

短短一年後，反中亂港頭目淪為棄
卒。據美媒《大西洋月刊》近日文章披
露，2020年6月30日早上（香港國安法
生效前一天），黃之鋒急忙聯絡美國總
領事館，並走到與美領館一街之隔的聖
約翰大廈，文章形容黃當時 「身無長
物，只帶了一部手機。那個早晨，他感
到恐慌」 。文章透露，黃之鋒希望進入
美國領事館， 「但外交官員對他直言，
只能進入（美領館位於）聖約翰大廈的

辦公室，而大廈無法提供外交設施級別
的保護。」

黃之鋒求助蓬佩奧佩洛西
7月1日，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美

國的外交官員不但堅持不讓黃之鋒進入
領事館，更不許黃在美國以外申請難民
資格。之後的幾個月內，黃之鋒動用各
種關係，透過其密友敖卓軒向時任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以及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
盧比奧（Marco Rubio）等人要求美國提
供庇護，甚至美國的一個國家安全委員
會都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意見，認為黃
應該 「被保護起來」 ，不過最終結果不
變。

文章透露，蓬佩奧曾召集數名高級
官員討論黃的要求， 「他們立即排除了
在位於香港的美國領事館庇護黃的選
項」 ，隨後官員亦曾商議秘密運走黃，
但美國國務院很快拍板 「不可行」 ！
「選項逐漸減少，最終官員們相信沒有
可行選項。」 有參與討論的官員向文章
作者表示， 「總有國家利益和個人利
益，而你會試圖以某種方式平衡兩者。
但在（美國）國務院的第七層，國家利
益總會勝出。」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黃之鋒（左二）及已竄逃的羅冠聰等
人，在2019年8月與當時美國領事館政
治部主管Julie Eadeh（右二）會面。

參加區議會選舉黃大仙
西地區直選的工聯會成員李忠

澤，昨日在黃大仙大成街市門前向工聯會會務
顧問、前立法會議員陳婉嫻 「拜師學藝」 ，請
教地區治理的經驗。

原來，工聯會服務黃大仙街坊已有逾70年
的歷史，而最早在這裏開展服務的便是陳婉
嫻，其後在該區服務的工聯會成員黃國健、鄧
家彪都曾向她 「取經」 。

陳婉嫻毫無保留地將其獨門秘笈 「惠民西

經」 ，包括三代議員地區治理的經驗全部傳予
李忠澤。她強調，作為參選人，必須要 「貼
地」 、知民情，了解街坊們的真正需求。

李忠澤獲授 「西經」 後蒙受啟發，為黃大
仙西獻上 「惠民四式」 ，分別為：病有所醫，
老有所養；天倫之樂，和諧共榮；關懷勞工，
以民為本；完善基建，建設社區。他表示，每
一個社區規劃的背後都會影響一個家庭、一個
社區的幸福生活。

他對社區治理和建設提出自己的看法，如

在聖母醫院增設急症室及24小時夜診服務，
增加醫療人手培訓；加快全面推行課後託管
支援，爭取於區內設立婦女中心，增設長者
和兒童康樂設施；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完善
僱員職安健保障；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
黃大仙排水系統、無障礙設施和滅蚊減鼠設
備等。

參加黃大仙西地區直選的還有黃樂妍、楊
諾軒、潘卓斌。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代代傳承

新聞
追蹤

全國政協常委、立法會議員廖長江相信，
經過完善地區治理改革後，區議會將和立法會
一樣重獲新生。他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後的新
一屆立法會是萬象更新，議員有不同專業，議
事時意見更多元，同時願意接受意見，議會回
復理性，平穩運作。區議會和立法會都是 「愛
國者治港」 下的機構，相信有更大的合作空
間，期待未來區議會和立法會增強互動，讓政
府制定政策時更貼地，使社區居民更有幸福
感、獲得感。

參選者眾競爭激烈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工聯會理事

長黃國表示，今次區議會選舉競爭激烈，參選
人數多，且都是愛國人士。背景也十分多元
化，對選民來說，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有利於
加強未來的區域管制工作。完善選舉制度體現
在系統的制度安排，可以將好的建議轉化成政
府的施政措施，有效地解決地區問題。關愛隊
也體現了地區社會團體的配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
示，今次區議會是完善政治制度的最後一里
路，選舉氣氛上升，越來越熱烈，希望選民可
以選出最理想的區議員，大家要用好自己手中
的選票，優中選優，在愛國者裏面選出最優
秀、最有承擔且最能夠周全服務社區，成就更
好社區的人士成為區議員，這樣才能追求更優
質的民主。

平靜理性踴躍投票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表示，今次選舉是完善

地區治理之後的第一次區議會選舉，堅定愛國
者之間的競爭，競選過程中不同的參選人都是
用自己的政綱、過去的政績，以及個人的優點
去爭取選民的支持和投票，相比以往競選謾罵
式的爭鬥截然不同。整個拉票過程和選舉過程
都是在一個較理性的環境下比拼政綱，比拼候
選人的質素。撥亂反正後的區議會選舉，對於
香港整個社會來說都是好的，市民可是從候選
人的政綱中看到哪個政綱更為適合，在平靜理
性的環境下，讓更多的香港選民出
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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