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新界鄉議局前主席張人龍
（見圖）於本月19日逝世，享年103歲。他
曾於1964年擔任新界鄉議局第16屆主席，
後來歷任區域市政局主席、立法局議員等，
1993年亦曾任港事顧問。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均對張人龍
離世表示哀悼。

致力推動新界發展
林鄭月娥說，張人龍其不遺餘力推動新界發

展，在鄉民間德高望重，深受愛戴，她代表特區
政府，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徐英偉則讚揚張
人龍多年來致力擔當政府與新界居民之間的重要
溝通橋樑，致力推進新界鄉事和地方行政發展，
並為政府及新界居民的福祉工作，感謝其作出的
重大貢獻。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張人龍擔任新

界鄉議局主席期間，不遺餘力服務新
界，促進新界地方發展，為鄉民爭取
權益，令人敬佩。

資料顯示，張人龍於1922年在上
水出生，幼時入讀名校喇沙書院，能
夠操一口流利英語。1955年，石湖墟
發生大火，張人龍為救災重建石湖墟
出心出力，獲墟民推舉為急賑委會主

席，其後擔任石湖墟商會主席近20年，成為當時
上水最具影響力的鄉紳。

張人龍於1964年至1966年當選新界鄉議局主
席，卸任後於1974年至1978年再當選鄉議局首副
主席；他同時出任北區區議會議員，回歸前的立
法局議員和區域市政局主席，成為 「三料議
員」 。他於1993年受委任為港事顧問，並於1996
年獲委任為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他晚年
由於患上柏金遜症及腦退化症而淡出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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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防立會選舉再現點票慢問題

林鄭月娥指出，從政治體制來說，香港
實行 「一國兩制」 ，是以 「一國」 為本、
「一國」 為先。完善後的選舉制度可以說是
一種更加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全世
界沒有一個可以適用於所有地方的民主制
度。」 她表示，民主制度是要視乎當地情
況、憲制安排，以及其演變過程。

對於選委會選舉點票時間超出預期，林
鄭月娥表示，究竟是出於技術、人手或是不
熟習程序的訓練問題，有待追查。 「事實

上，我當日在九時、投票開始前巡視票站
時，也曾詢問大概何時可以知道結果，我得
到的答案是午夜12時。大家也知道，結果相
差很遠，時間是出乎意料地長，所以一定是
有些問題。」 對於點票期間，很多候選人須
長時間在點票站等候，甚至沒有用膳、不能
睡覺等，林鄭月娥表示歉意。

選舉事務處：會檢討和改善
選舉事務處昨天承認，工作人員的靈活

性和應變能力，以及工作程序都有改善空
間，會逐一審視各項工作流程，作出檢討和
改善。

選舉事務處表示，由於這次選民基礎跟
過往不同，個別界別候選人眾多，有投票人
填錯選票要求重發選票，令投票完成後，選
舉工作人員填寫報表時需額外時間核實各個
界別的有效發票數目。今次選舉亦是第一次
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工作人員同時核實發
出有效選票數量和電子選民登記冊紀錄的數
量是否一致，相關工作亦令投票站延遲把票
箱送抵會展的中央點票站。

選舉事務處稱，有票箱運抵中央點票站
後，工作人員發現投票站交回的報表資料未
有填妥，個別票站未有交回所有報表，為審
慎起見，以免點票結果受到質疑，工作人員
立即停止部分工作，重新核對。由於每個票
站均有各界別的選票，一旦個別票站停止點
票，各個界別的點票工作亦受到影響。至於
用作自動點票的光學標記閱讀機，亦因有選
票放置不當而 「夾紙」 。

2021年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日前順利舉行。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完善選舉制度的目的是確保 「愛國者治
港」 ，在 「愛國者治港」 下有很多元的聲音，歡迎有關人士通過公開選舉進
入政治體制。

對於選舉點票歷時約14小時才完成，林鄭月娥直言，點票方面 「有相當
嚴重的問題」 ，她對候選人久候表示歉意，並強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
同選委會、選舉事務處梳理因由，優化未來選舉安排，以防12月立法會選舉
再現類似問題。

為候選人久等表歉意 強調會優化安排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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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
報道：與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
關係密切的 「中國維權律師關
注組」 （關注組）昨日宣稱決
定本月解散，並已經啟動自動
清盤程序，關注組董事亦將會
辭任。截至發稿，關注組網站
已無法瀏覽，網頁顯示 「網站
正在維護」 。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
立於2007年1月，其成員包括支
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民主黨前
主席劉慧卿等亂港分子。

警方國安處於今年8月25日
引用香港國安法，要求支聯
會、華人民主書院及 「中國維
權律師關注組」 提交資料。關

注組聲稱，有關警方的查詢，
已於昨日回覆警方。

而關注組副主席劉慧卿日
前也證實，因她擔任該組織中
的職務，曾收到警方信件要求
提交資料。

《大公報》曾踢爆，2016
年8月，一封由 「中國維權律師
關注組」 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發出資助申請的電郵
曝光，該電郵顯示，關注組藉
以在內地建立所謂維權組織，
向美國申請基金，申請項目的
目標包括直接聯絡維權律師、
培訓學生領導人、製造更多的
上訪事件等。

而該關注組的董事兼國際

事 務 秘 書 關 尚 義 （John
Clancey）是前美國民主黨香港
支部主席，居港40年期間長期
活躍在民主黨、公民黨中，是
一眾反中亂港律師的 「老
鬼」 。

根據因參與所謂 「35+初
選」 而被捕的前元朗區議員王
百羽的選舉開銷資料揭露，歷
時兩日的所謂 「初選」 耗費約
800萬元，而批款人正是關尚
義。關尚義當時亦因曾參與
「35+初選」 被捕，但他保釋後
便聲稱駐港美國領事館有提供
協助，卻又稱自己是普通的居
港美國公民，不認為獲得特別
待遇云云。

鄉議局前主席張人龍逝世 特首哀悼 與支聯會密切 維權律師關注組擬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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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選委會選舉點票
過程中，4380張選票統計時長達14個小時，引起社會
關注。其中港九、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兩個界別的選舉結
果至第二日早晨七八點才公布，多名選委表示，希望
選管委能夠積極檢討，審核點票流程、更新票機系
統，以及 「就算延期都要畀個 『知』 字」 。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界別分組的當選選委顏汶羽
指出，是次點票慢的原因是 「程序太多」 ，將選票袋
從票箱中倒出、選票從袋中取出，檢查、點數兩次，
再按照界別分類，分完後再次十張一疊重新入袋，這
些過程皆用人力完成，耗費了大量時間。他提議，選
管委應重新審視對選票的安排，減去不必要的流程，
且對於選票進一步 「電子化」 ，以減少人手數票所耗
費的時間。

選委會應早作交代
同一界別的當選選委陳家珮表示，至凌晨未出結

果時，始終無人 「企出來」 時時溝通、交代情況，她
期望下一次出現意外，主辦單位能夠 「講句嘢、畀個
『知』 字」 ，而非讓人 「乾等」 。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界別分組的當選選委李世榮
表示，當日掃描選票的電子系統出現問題，大量未被
成功掃描的選票需要人手輸入，且需 「逐張交由選舉
主任再審查」 。他希望選委會重新檢討整個點票程
序，裁剪不必要的流程並提前演練，減少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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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問題及建議
問題1：
建議1：
問題2：
建議2：
問題3：
建議3：

程序繁複
重新審視點票安排，進一步 「電子化」
與候選人缺乏溝通
及時溝通，避免乾等
電子系統出故障，缺乏有效應對
提前演練，減少失誤

中秋節下的及時雨按下發展快進鍵良政善治新開端

龍眠山

特區政府決定將3個為企業或個
人提供周轉資金的貸款擔保計劃延長
半年，這份特別的中秋節禮物是同心
抗疫的重要舉措，有助解決企業和個
人的燃眉之急。有商界人士形容，有
關決定堪稱一場 「及時雨」 。

本港經濟上半年明顯反彈，市面
活動逐步恢復，失業率下降，但經濟
復甦並不均衡，部分遭疫情重挫的行
業仍在艱難掙扎求存，面對資金周轉
困難。特區政府將原本10月底到期的
3項貸款擔保計劃延長半年，受惠於
還息不還本的安排，減輕了申請者的
資金壓力。

新冠疫情結束的時間比想像中長
得多，目前還看不到盡頭，特區政府
半年後應該再評估情況，決定是否需
要進一步延長有關措施。即使日後本
港市況好轉，參與計劃的銀行亦應採
取循序漸退的方式，允許企業分階段
還款而非一刀切形式，給予 「唞氣」
的空間。

事實上，上述3項計劃推出後，

市場反應踴躍，單是 「中小企融資擔
保計劃」 就有6萬7千宗申請，涉及總
貸款達1700億元，直接惠及4萬多家
企業和逾61萬名員工，間接受惠的市
民就更多。

抗疫仍然是香港頭等大事，特區
政府已推出多項救市措施，5000元消
費券計劃有力地刺激了市道消費，對
經濟的提振作用勝過預期，同時加快
了香港數字經濟的發展步伐。上個月
底，特區政府公布延續多項寬減租金
和收費的措施，這些都體現了特區政
府 「為人民服務」 的宗旨。各界期待
下個月推出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有
更多刺激措施出爐。

抗疫需要萬眾一心。對一般市民
來說，及早接種疫苗既是保個人健康
安全、盡公民責任，也是對香港經濟
復甦作貢獻。香港早一日達到全民接
種的目標，就能早一日恢復通關及減
少限聚措施，迎接旅客來港消費，這
才是穩經濟、撐企業、
保就業的根本之道。

中秋佳節，人月兩圓。商場、公
園、海傍……到處是扶老攜幼歡慶節
日的人群，孩子們的笑臉、閃爍的彩
燈、皎潔的月色，滲透着濃濃的節日
氣氛，這是近年來最安寧、最正常的
中秋節，不由得令人感嘆，那個熟悉
的香港又回來了，久違的歲月靜好又
回來了。

經歷過前些年的政治紛擾，尤其
是前年的 「修例風波」 ，香港市民更
加珍惜來不之易的安寧，也更能體會
中央為解決香港問題而打出一套 「組
合拳」 的初衷。無論是制定香港國安
法，還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都是為
了讓香港盡快走出 「泛政治化」 的泥
沼，重新聚焦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這個主題，集中精力破解深層次矛
盾，抓機遇，謀發展。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更是香港當
前的要務。國家 「十四五」 規劃為香
港重新定位， 「前海方案」 、 「橫琴
方案」 、支持港青八大舉措等惠港利
民政策接連不斷，香港迎來前所未有

的大好發展機遇。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近日到廣東調研，意味着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發展將加快，粵港澳
大灣區法律規劃銜接及機制對接將加
快，大灣區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
商事爭議解決中心蓄勢待發，這為香
港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動力，香
港只要發揮好自身優勢，善用中央政
策，就可以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提升自
己的競爭力。

世 界 知 識 產 權 組 織 最 新 發 布
《2021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創
新指數年年進步，目前已躍升至全球
第12位，在很多分指標上更是全球第
一，確立了全球創新領先者地位。而
在有關 「全球最佳科技集群」 排名
中，中國深圳─香港─廣州地區位列
全球第2位，成就驕人，顯示粵港澳大
灣區科技走廊得到了國際權威組織的
肯定，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有
了堅實的基礎。事實上，香港有教育
和科研優勢，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城市
則有強大生產能力，深港 「強強合

作」 相得益彰，前途無可限量。
香港正進入風清氣正的新階段，

良政善治可期。在落實「愛國者治港」
的今天，香港已從制度上排除了反中
亂港勢力的干擾破壞，為香港社會一
心一意解決房屋、就業、青年、安老、
貧富懸殊等深層次問題創造條件，香
港再沒有理由蹉跎歲月。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指出，政府會在有需要時
動用公權力收回發展商持有的私人土
地發展公營房屋，而發展商近年願意
配合政府的政策，相信新一份施政報
告將有更具體的舉措。一旦居住這個
老大難問題得到改善，其他民生方面
的痛點、難點問題也有望迎刃而解。

剛剛結束的選委會選舉是中央依
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成果，
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
了堅定的制度保障。此次選舉不僅讓
民主政治邁出堅實步伐，也使良政善
治真正成為可能。期待香港以此為起
點，合力按下發展 「快進鍵」 ，讓港
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