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國謙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勿再「齋罵」無建議 反對派仍可參政
新選舉制度下各政黨的走向

備受關注。身兼民建聯會務顧
問的葉國謙表示，雖然各政黨
定位不一，但在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後，立法會日後不僅要履
行監督政府的職責，更要肩負
管治香港的責任。他解釋，過
往有部分議員為爭取連任，不

斷無理批評甚至辱罵官員，但日後參
與提名所有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選委
會，會注重候選人能否在批評政府的
同時提出可行建議，故議員日後亦要
從官員及政府的角度思考政策。
葉國謙表示，香港立法會的情況與
美英國會不同，香港的政黨在憲制上不

可能執政，但這不代表政黨只能透過批
評政府施政以爭取選民支持。他指，過
往激進派議員透過無理批評政府爭取民
望，較溫和理性的傳統反對派為了不被
淘汰，結果被激進派牽着鼻子走，導致
社會愈趨民粹，形成惡性循環，但選委
會着重的是候選人能否顧及香港社會的
整體利益，故相信日後當選的議員會就
政策提出合理建議，令議員能與政府一
起有效為香港打拚。

民記辦治政課程育才
至於民建聯的動向，他指該黨除

了會繼續讓政府知悉民意，近日也
開辦名為「政道」的治政理念研習

課程，為香港培育不會只跟隨民粹
參政，而是可以照顧全港議題的管
治人才，民建聯作為跨階層政黨，
有空間和底蘊提供合適的人才。
至於反對派政黨日後的參政空
間，葉國謙認為若他們繼續抱持過
往對抗中央政府和敵視國家的態
度，例如乞求外國制裁國家，這些
人必然沒有市場，因為現時的法律
已明確規定不能危害國家安全。
他說，香港是多元社會，會聆聽和包

容各種聲音，實際上反對派亦有其支持
者，相信只要這些政黨改變其舊有立場
和行為，並以不危害國家和顧及香港社
會整體利益為前提，必定有參政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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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制重回正軌 雙普選方可落實
葉國謙：回歸前港英用西式民主誤導 港青思維扭曲被帶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激進政客早年鼓吹激進政客早年鼓吹「「違法達義違法達義」，」，令原本穩步向前的令原本穩步向前的

香港蒙受沉重代價香港蒙受沉重代價，，社會亦開始檢討香港代議政制的發社會亦開始檢討香港代議政制的發

展方向展方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葉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葉

國謙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國謙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英國在香港回歸英國在香港回歸

過渡期推行代議政制過渡期推行代議政制，，目的在於日後繼續發揮影響力目的在於日後繼續發揮影響力、、

推動反對派政客挑戰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力推動反對派政客挑戰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力，，並扭曲香港並扭曲香港

年輕人對內地和執政共產黨的認知年輕人對內地和執政共產黨的認知，，促使他們作出促使他們作出「「港港

獨獨」」的行為的行為。。他認為他認為，，既然過往的選舉制度行不通既然過往的選舉制度行不通，，就就

應該返回起點應該返回起點，，重回按基本法和重回按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構思發展構思發展

的軌道行走的軌道行走，，才能真正落實雙普選的目標才能真正落實雙普選的目標。。

當今國際形勢下香港應如何應
對和發展？葉國謙表示，由於祖
國發展迅速，美英等西方國家為
維護其國際地位而不斷搗亂，港
人不能再依附或寄望於西方國家
的幫助。他指，國家始終支持香
港發展，只要香港把握機遇，必
定邁向美好前景。

近年西方國家持續抹黑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的舉措，葉國謙認為，
美英等國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發展，
以維護其國際地位。香港作為中國
的一部分，外國勢力絕不會為港人
利益着想，因此港人必須認清形
勢，徹底拋棄「美英等外國勢力會
幫助香港」的幻想。

他指廣州、上海、深圳等內地城
市快速發展，香港過往作為內地與
世界窗口的優勢亦漸漸淡化，但國
家始終支持、亦有能力推動香港發
展。因此，港人必須爭氣，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發展
機遇，擔當好香港在國家「十四
五」規劃中的角色。

棄「外力助港」幻想 爭氣抓灣區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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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管治百多年後，「突然」於香
港回歸前引入代議政制。對此，葉國

謙認為當時的民主政制背景很清晰，就是
英國人要撤離香港，歷史上每當英國人要
撤離其殖民統治地區，慣常透過推行所謂
西式民主等方式，以便日後繼續於該地發
揮其影響力，「英國人深謀遠慮，以所謂
西式民主迎接香港的回歸，令年輕人在思
想體系上遠離自己國家，作出『港獨』等
令社會步向混亂的行為。」
他以曾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為例，這
個在英國扶植下實行西式民主選舉制度和運
作模式的國家，人口與中國相若，但經濟發
展明顯遜於中國，而且伴隨大量社會問題。
相較印度，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因為中國
推行的民主政制並非西式民主，而是採用全
國人大代表制，透過選舉逐步形成穩定的架
構，「一個口講一人一票卻令社會動盪的制
度，和一個選民對國家、社會有承擔的制
度，哪一個才是好的民主制度？」

指年輕人遭外力誤導
那麼，為何本港會推崇西式民主價值
觀？葉國謙直言，由於回歸24年來，本港
在教育、文化宣傳上都採用西式做法，年輕
一代被灌輸西式民主概念，過程亦往往遭到
外國勢力滲透，誤導年輕人「共產黨就是洗
腦」「內地就是負面」等錯誤觀念。
他指不少人因為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而將香港歸類成西方的概念，但事實上，
香港是在「一國」的主體下運行資本主義
制度，必須承認有「一國」才有香港，如
果在民主制度甚至其他方面只提香港而撇

除中央政府，是原則性失誤。
非法「佔中」和黑暴令香港元氣大

損，社會矛盾日增。他認為，中央政府
過往已給予最大程度的包容，讓香港逐
步摸索政制發展道路，但外國勢力早年
已在香港籌謀顛覆中央政權的活動，企
圖以所謂「群眾表達」和「街頭抗爭」
癱瘓特區政府運作。
葉國謙指出，香港回歸初期的反對派明
白國家安全是中央底線，故即使有想法也
不會或不敢去搞「港獨」。不過，近年亂
港分子處處挑戰中央權力，這是中央不能
接受的。

基本法予港發展政制機會
「基本法給予港人在『一國』下改革

政治制度的機會，但大家過往走了西式
的方向，偏離了軌道，既然這條路行不
通，就應該回到原來的起點行正確的軌
道，這個就是今次完善選舉制度的目
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行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提及，行政長官透
過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其後再達至全部立
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外界期望新選舉制度增強特區管治力

量，回歸前曾任立法局議員的葉國謙表
示，港英時期絕大部分時間的行政、立法
兩局議員都是委任的，並由港督兼任兩局
主席，構成一個可以互補的管治架構。他
認為，新選舉制度能令行政立法關係回復
「既有合亦有分」的互補模式，進而更好
地推動香港發展。

●葉國謙表示，港人必須爭氣，把握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
路」等發展機遇，擔當好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角
色。圖為早前在港舉辦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招聘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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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 37 萬外傭接受強制檢測限期
昨日屆滿，涉嫌瞞報行蹤被捕的印裔
男及其菲籍女友今日提堂。外傭強檢
找出多名確診者，並揭發印裔男及其
女友瞞報行蹤案，證明外傭強檢非常
必要且有效，保障了外傭和全港市民
健康安全，根本不涉歧視問題。遵守
強檢令是所有人的法定責任，政府對
未依時接受強檢的外傭要嚴格執法，
未來也要對所有瞞報行蹤者依法嚴
懲，通過嚴格執法的他律措施堵塞防
疫漏洞，嚴防變種病毒在港擴散。

政府在多名外傭確診感染變種病毒
後，果斷決定全港 37 萬外傭需接受
強檢，這是保障外傭和全港市民健康
安全的必要之舉。為外傭強檢，政府
發現3名菲傭感染變種病毒，再追查
其密切接觸者，發現3名菲傭皆曾參
加首宗確診印裔男的女友胞兄派對，
由此始揭發出印裔男及其菲籍女友涉
嫌隱瞞行蹤。若無此次外傭全體強
檢，就不能及時發現印裔男相關8人
群組，變種病毒可能在本港社區持續
擴散，後果不堪設想。

據政府公布數據，5 月 1 日至 7 日
接受強檢外傭逾28萬名，另有5萬人
已預約昨日屆滿前完成檢測，加上估
計有4萬外傭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無
需再強檢，相信 37 萬外傭中的絕大
部分已接受強檢。鑒於印裔男及女友
涉嫌隱瞞行蹤，不排除病毒在過去一
個月中已經流入社區，若有外傭仍未
接受強檢，隨時引發新的傳播。因

此，政府切不要在外傭強檢完成後就
放鬆警惕，還要繼續加強強檢後的巡
查及執法，若發現有未依法接受強檢
的外傭，需依法打擊那些刻意逃避強
檢的「漏網之魚」，以收阻嚇之效。
對於隱瞞行蹤、干擾防疫的行為，更
應從嚴處罰。多位醫學專家都認為，
瞞報疫情會令追查其他感染者出現困
難，必須嚴肅處理。

全港外傭接受強檢，合情合理，必
要有效，不涉歧視，不應遭扭曲抹
黑。昨日再有外傭團體發表聲明，稱
反對政府要求外傭強制檢測及注射疫
苗，指有關措施屬「歧視」云云，有
關言論不符事實，亦不符合外傭的利
益。本港外傭多達 37 萬人，多從事
照顧老人及幼童工作。本港此前為防
疫需要，已規定安老院舍、殘疾人士
院舍及護老院群體必須定期強檢，本
港從事照顧老人工作的港人皆接受強
檢，無人覺得「被歧視」，同為防疫
需要強檢外傭，為什麼就變歧視呢？
難道來港工作的外傭，擁有免強檢特
權？在港外傭接受強檢費用全免，是
對其健康安全的保障，只是為了本港
防疫所需，完全與歧視扯不上關係。

本港儘管出現變種病毒，但正因為
及時在外傭這個高危群體落實強檢，
對確診者進行嚴密的追查，找到傳播
鏈，才沒有造成變種病毒大規模擴
散。這更說明強檢、追蹤必須強化，
並且形成常態化機制，為本港實現穩
定控疫奠定堅實基礎。

加強強檢執法 嚴防病毒擴散
教協聲稱，調查發現「近兩成教師有計劃離開本

港教育界」，並指有關人等離開是基於「政治壓力
日增」。教育當局對本港教育政策、學校及教師管
理進行必要的調整和規管，促進學校加強愛國守法
的公民教育，是為本港教育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教協利用教師正常的離職、退休現象和毫無代表性
的所謂調查借題發揮、大做文章，妄稱教育界承受
巨大政治壓力，凸顯教協危言聳聽，更顯示教協打
着教育專業的旗號，頑固地將教育政治化，企圖摧
毀香港的未來。香港要鞏固由亂及治的局面、實現
長治久安，必須割除教協這個教育界的毒瘤，不能
再容忍其顛倒是非、騎劫教育。

相當一段時間、尤其是違法「佔中」及修例風波
以來，本港教育亂象叢生，「港獨」、「自決」、
「違法達義」等錯誤思潮入侵校園，一些教師偏激
極端，誤導學生走上違法歧路。與修例風波相關的
案件，有數以千計學生被洗腦而犯法獲刑，前途蒙
污，令人痛心，暴露教育政治化禍害深重。

隨香港國安法實施，政府教育當局痛定思痛，
去年開始着手整頓教育亂象，一方面落實通識科改
革，公布「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指引，為中小學訂
立教學界線，舉辦針對教育界的憲法、基本法、香
港國安法的講座和培訓，推動全港教師積極參與；
另一方面，果斷處分散播「港獨」、嚴重失德的教
師，包括取消極少數教師資格，以儆效尤。學校和
教師正確引導學生熱愛國家民族、維護國家安全、
遵紀守法，本來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天職；教育局向
學校、教師提供清晰指引，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國
家民族認同和法治觀念，讓校園遠離政治歪風、專
注教學，增強學生對國家的向心力，珍惜香港的法
治穩定，有利於學生專注學習、健康成長，彰顯教
育的應有之義。

但是，教協對本港教育重回正軌的事實視若無

睹，卻拋出只建基於400多名教師態度的所謂調查
結果，誇張地聲稱「近兩成教師計劃離開本港教育
界」，並歸咎於所謂「政治壓力」造成，形容情況
「令人關注」、「憂慮中層人手斷層」。事實真相
是，根據 2020 年版《香港統計年刊》資料，全港
中小學、幼稚園在2019年的教師總計約71,680人，
教協只調查得1,000多人，回應率太低，而且400多
教師只佔教師總數的0.7%，結論不能令人信服。調
查統計是嚴謹的科學，數據太小毫無意義，只有以
偏概全、譁眾取寵的效果。難怪有網民諷刺教協
「將某一粒芝蔴放到籃球咁大」；有教育界人士亦
質疑教協相關調查數據，「更像蓄意製造業界恐
慌。」

教協自我標榜為香港最大的教師團體，理應捍衛
本港教育的職責和教師的專業，但實際上教協頂
教育的「名」、幹政治的「實」。長期以來，教
協包庇縱暴煽「獨」、詛咒警察的激進教師，充當
他們的「保護傘」；「港獨」言論在校園大行其
道，教協則宣稱是「獨立思考」，還把「港獨」書
籍推介給學生；屢屢散播陰謀論阻礙教育改革，妖
魔化國情教育；把「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指引詆毀
為中小學訂立教學界線，擔心教師誤踩「紅線」云
云。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曾指出，香港社會沒有看
到「教協」為教育做了什麼，沒有看到他們「學高
為師，身正為範」的一面，只看到「教協」衝在亂
港活動前線。帶老師作亂、教孩子違法、行政治勾
當，專業團體墮落至此，真是斯文掃地。教協打着
維護業界利益的名義，以政治凌駕教育，不僅洗學
生的腦，更洗教師的腦，這是對香港教育赤裸裸的
傷害。香港教育要風清氣正，不能對教協混淆是
非、顛倒黑白、禍港亂港坐視不理，是時候清理香
港教育界的「大病灶」，助香港教育康復健壯了。

不容教協顛倒是非騎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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