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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先行 比拚政績能力

杜絕反中亂港 公平競爭議席
區議會資審會嚴格把關 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

◆ 圖 為 香
港市民在區
議會選舉宣
傳欄了解詳
情。

資料圖片

為確保所有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均符

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要求，特區政府

根據《區議會條例》成立了區議會資格審查

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獲建議委任為區議

會議員的人、擬登記為區議會當然議員的人

及獲提名為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以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令區議會牢牢掌

握在愛國者手中。多位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落實「愛國者治港」

是「一國兩制」之下的應有之義，符合香港

民主發展的必然要求，防止反中亂港分子再

騎劫區議會。在提名期間，參選者比拚政

綱，憑個人政績和能力爭取議席，相信未來

民生議題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藍松山

行政立法優化 工作效率提高

設置「三會」提名 確保熟悉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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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選舉出的新一屆立法會具
有廣泛代表性、體現各界均衡參與，出
現良政善治新局面。立法會議員來自各
個界別，包括工程、金融、勞工、法
律、旅遊等逾20個界別的專業人士。而
今次報名2023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參選
人亦有來自執業律師、教師、航運、酒
店管理、市場經理等多個界別，具有廣
泛代表性。

政界回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穎表示，今屆立

法會議員來自不同界別，大家各自具備專
業，都是真心愛國愛港人士，目標都是為
了建設好香港社會。新的區議會選舉制
度，可讓區議會像立法會一樣具有廣泛代
表性，而透過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及地
方選區三種方式，讓不同專業人士進入區
議會，令區議會更加全面、廣泛。

他相信，新一屆區議員會就着他們的專
業知識和技能為政府提供貼地意見，通過
區議會這個平台幫助香港市民，確保區議
會發揮為民生解決問題的功能，把政府信
息帶給居民，並把社情民意反映給政府，
更有助於建設和諧社區。

◆廉署廉潔選舉事務統籌趙汝達表示，《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經修訂後，設立了兩項新罪行，包括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
或投無效票，故意阻礙他人投票，即屬違法。廉署如發現有人在選舉
期間，在網上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會採取預防及介入措施，
同時會主動要求社交媒體或網站刪除涉嫌違法文章。

◆2023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期間，參選人靠自己的競選政綱打動選民，包
括他們觀察到的當區問題和當選後的工作目標。有參選人投身社區服務
超過十八年，關注到粉嶺港鐵站行人天橋擴建工程；有參選人則關注地
區醫療設施，以及取消將軍澳隧道收費、解決區內交通擠塞問題等議
題。

政界回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表示，外部勢力干擾，企圖挑動港版「顏色革

命」，讓2019年後許多參選者藉此「上位」並成功當選後，只會空談政治
理念、喊口號，完全不理會民生事務。

在選舉制度完善後，想進入區議會為市民服務的參選人都有扎實的地區服
務經驗和有一定的基礎，大家比拚的是個人政績、能力，不再出現以前的惡
性競爭。

黃英豪期望新一屆區議會做好基本法定位的組織功能，緊密地與當區民政
事務專員及「三會」成員合作，協助特區政府提升地區治理效能。他相信眾
多市民會選出自己心儀的區議員，令真心想為市民服務的人士加入。

◆過去有區議會議員站立唱「港獨」歌，明目張膽煽動「港獨」、分裂
國家；有區議會議員站立「默哀」，「追悼」在暴亂中所謂的「警
暴」犧牲者，企圖製造虛假事實、散播謠言、抹黑警員、煽動仇恨。

◆2023年4月，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大灣區
訪問團依次到訪深圳、東莞、佛山和廣州四個大灣區內地城市進行為
期四天的訪問。

◆2023年7月14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應邀出席香港立法
會午宴，與立法會90位議員進行交流，了解立法會工作並從四方面對
立法會的工作提出期望。

政界回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以往許多反中亂港分子借制度漏洞趁機進

入區議會，不但耽誤民生事務，更經常與政府進行對抗，包括拉布、教唆學
生派發傳單等，擾亂區議會秩序，令政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處理。現在，無
論是立法會的質詢環節還是議員議案，都能感受到政府官員對立法會議員的
回覆比以前更加迅速，效率更高。

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行政立法關係重回正軌，如今年全體立法會議員與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司局長一同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考察，面對面地與內地有
關官員和企業代表交流意見，更有利於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政界回應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表示，她曾經擔任6年區議員。在

任時，許多經政府委任的區議員來自各個不同專業界別，包括
商業翹楚、教授和醫學專家，而委任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在議會
內提供更多專業意見，協助政府做好地區治理工作。

她直言，第六屆區議會在實際運作中完全偏離了基本法的相
關規定，由諮詢機構變成政治機構，遭反中亂港分子騎劫，罔
顧地區民生需要，更成為政府施政的掣肘。當時，很多區議員
都與政府作對，依靠罵政府來獲得選票，更反對許多有益民生
的舉措，令許多地區事務無法解決，一再拖延。

陳家珮認為，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區議會回歸了基本法第
九十七條規定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定位，並相信透過地區委
員會界別選舉的方式產生的區議員更能代表當區的利益，讓市
民有參與機會，選出他們心儀的區議員。

◆改革後的區議會將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主席，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會
地方選區組成，分別約佔40%、40%及20%， 另加27名當然議員。改革後，以選
舉產生的議員數目佔各區的總議員數目（當然議員不計算在內）約60%。有關安
排可讓區議會由社會不同界別、具不同專長及地區經驗的代表組成，具廣泛代表
性，可吸納不同專業、經驗和賢能人士參與地方行政，有利於反映各個地方行政
區的整體利益。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的候選人須獲得該地方行政區「三
會」每會各3名委員的提名。「三會」委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及擁有不同專長及經
驗，並具服務社區的熱誠，熟悉地區事務，掌握社區脈搏，是社區內的重要持份
者。由他們負責提名候選人，可確保當選者真正了解地區事務，並增強地區委員
會與區議會的聯繫， 有利於地區委員會與區議會的相互緊密合作。

◆區議會地方選區選舉投票採用雙議席單票制， 選民以不記名投票選擇所在選區一
名候選人，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當選。雙議席單票制有利均衡參與，亦可增加
政治局面的穩定性， 更能有效反映大部分市民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近年來受到反
中亂港分子的破壞，亂象環生，經濟及民生都停滯不
前，包括民主黨等反中亂港分子禍港的黑歷史可謂罄
竹難書：多名民主黨頭目在修例風波期間公然參與並
資助黑暴，抹黑警方，部分人更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棄保潛逃至海外，更一直與美西方反華勢力沆瀣一
氣，為黑暴分子說項，在國際上抹黑香港，企圖煽動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夥其他亂港者抹黑警方
民主黨多名頭目於2019年黑暴期間公然參與並資助
黑暴，在區議會、立法會與反中亂港分子一唱一和，
不斷抹黑警方，公然散播對特區政府的仇恨：
2019年7月1日，一批暴徒強行闖入立法會大樓大
肆破壞，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等在直播鏡頭下
與暴徒同行；
2019年7月6日，一批黑暴分子煽搞所謂「光復屯
門公園」遊行，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許智峯
等在屯門警署外威脅一名男市民刪除暴徒的照片，其
後事主更遭暴徒襲擊。有關案件經審訊後，區域法院
法官裁定林卓廷妨礙司法公正罪脫，已棄保潛逃的許
智峯則被法庭頒下拘捕令；
2019年7月21日，林卓廷等涉嫌在港鐵元朗站內連

同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暴動，被控暴動罪；
2019年12月19日，許智峯發起所謂「公民起訴抗
警暴」眾籌，籌募訟費以私人檢控方式起訴「濫暴」
警員云云，最後不了了之，而該筆款項則去向不明。
民主黨近年更多次竄訪相關國家，與反華政客「討

論」香港問題，企圖煽動這些國家繼續干預香港事
務；
2018年 12月，民主黨成立所謂「國際事務委員
會」，該會實質上是為與外國勢力勾結提供一個「名
正言順」藉口，該黨前主席劉慧卿多次以所謂「國際
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到英國、美國、加拿大等
西方國家，與當地議員、政客等「討論」香港問題，
甚至煽動這些國家繼續干預香港事務；
2019年5月中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立法

會議員涂謹申等赴美竄訪，獲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等會見，並參加美國「國
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安排所謂的「香港問題聽
證會」；
其後，李柱銘等反中亂港分子獲邀參與「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就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舉行
的所謂「對香港公民社會和法治的新威脅」研討會，
而與會者就鼓吹所謂「立即採取行動」，制止「惡
法」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區議會近年出現嚴重偏離基本法規定的非政
權性區域諮詢組織定位，大量區議員作出違反區議會職能的行為，粗暴地超出
區議會作為地區諮詢組織的職能。多名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重塑區議會後，從制度上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
外，是「一國兩制」之下的應有之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從今屆區議會激烈的報名情況可見，現時參選

的空間依然十分寬廣，制度上容許不同意見、不同崗位的人士參選，但前提必
須是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不能讓任何別有用心者進入議會，利用議會平
台企圖達到危害香港發展的目的。
他強調，對所有人來說，愛國愛港都要付諸行動，而非憑空自詡，特別是一

些過去所作所為疑似為反中亂港者，更需要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支持「一國兩
制」，符合香港未來發展的需要，才能有機會進入管治團隊。

亂港仍不自省 民主黨失支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今次區議會選舉中，民主黨因提名票不足而

未能參選，這與過去民主黨錯誤的反中亂港政治路線有關。自修例風波開始，
民主黨一直參與其中，但至今依然沒有以黨的名義就當初的行為作深刻反省及
向公眾交代，更若無其事地意圖重新參選。
他強調，完善地區選舉就是為了確保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外，民主黨不與反中
亂港分子割席，自然無法說服「三會」成員給予機會提名，而市民亦不會支持。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梓敬表示，完善地區選舉制度，首先就是要確保「愛國

者治港」，這是「一國兩制」順利落實的大前提。上一屆區議會中，有不少反
中亂港分子，只是政治掛帥，完全無視本職的民生工作，令許多民生事項無法
順利推展，「疫情期間，一些熱心但沒有掛職的地區人士主動向市民提供幫
助，與市民共渡時艱。由此可見，吸納更多愛國者進入區議會，才符合完善地
區治理的要求。」

◆ 圖為今年7月，立法會三讀通過《2023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