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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和衷共濟，團結一致，才能平穩向前發展，是香港利之所在；相反，若社會各界

互不信任，互拖後腿，只會內耗不斷，停滯不前，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所有愛國愛港

人士，都應放下在選舉期間所產生的分歧，凝聚一起，共謀香港的發展。梁振英作為當

選者，固然要作出主動，伸出橄欖枝，修補在選舉中產生的裂痕。挺唐人士也應忘記選

舉時的嫌隙，放下成見，加強與梁振英的溝通，在未來施政上衷誠合作。當然，要修補

嫌隙，不能單靠一兩次飯局，而是需要時間溝通諒解，建立互信，拉近各方人士的距離，

新特首在這方面更要採取主動，齊心努力，一起壯大香港營，落實政綱，改善民生，為

香港穩中求變。  

 

  特首選舉落幕，在距離新政府上任尚有三個月，正是好時機團結社會，凝聚共識，為

新政府工作做好準備，為香港掀開新一頁。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開腔勉勵香港社會各界

放下分歧，實現大和解、大團結後，在候任特首梁振英上京接受任命書時，國家主席胡

錦濤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分別提到要做好團結各界的工作，帶領香港開創長期繁榮穩

定的新局面，對梁振英寄予厚望。  

 

  團結凝聚為香港營  

 

  梁振英也沒有辜負中央的期盼，當選特首後，積極進行大和解、大團結的工作。在其

當選宣言上，即時向各界釋出善意，強調齊心、合作、團結、包容，摒棄選舉時梁營、

唐營、何營之別，團結凝聚為香港營。  

 

  在當選後的兩個多星期，梁振英馬不停蹄會見社會各界人士，如：公務員團體、專業

界別的醫學會、工程師學會、會計師公會等等，即使親唐英年的金融界、銀行界及商界

的代表，他也沒心存芥蒂，一一邀請會面，以了解不同界別的訴求。  

 

  同時，梁振英也頻頻到訪灣仔、觀塘、沙田、深水等地區，親身與當區居民接觸，

聆聽他們的聲音和意見，實踐了他競選的承諾，走入群眾，做一個親民的特首，也看見

他為促進社會團結，凝聚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人士，下了不少心力。  

 

  事實上，剛過去的特首選舉，有別於以往兩屆，競爭甚為激烈，當中兩位來自建制派

的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更是一番龍爭虎鬥。選舉過程中，兩方支持者的陣營，為了

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難免要互相比拚，互相較量，口舌之爭固然少不免，這也是一場

有競爭的選舉必然出現的現象。  

 

  建制派應良性互動衷誠合作  



 

  但選舉過後，所有愛國愛港人士，都應放下在選舉期間所產生的分歧，凝聚一起，共

謀香港的發展。梁振英作為當選者，固然要作出主動，伸出橄欖枝，修補在選舉中產生

的裂痕。挺唐人士也應忘記選舉時的嫌隙，放下成見，加強與梁振英的溝通，在未來施

政上衷誠合作。  

 

  社會和衷共濟，團結一致，才能平穩向前發展，是香港利之所在；相反，若社會各界

互不信任，互拖後腿，只會內耗不斷，停滯不前，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過去多年，香

港發展步伐遲緩，鄰近的地區（如：新加坡、上海、廣州等）紛紛迎頭趕上；社會上的

深層次矛盾（如：房屋、貧富懸殊等問題）懸而未決，都急需社會各界團結一心去處理。

所謂「合則強，分則弱」，實現大和解，是香港未來發展重要的第一步。當然，要修補

嫌隙，不能單靠一兩次飯局，而是需要時間溝通諒解，建立互信，拉近各方人士的距離，

新特首在這方面更要採取主動，齊心努力，一起壯大香港營，落實政綱，改善民生，為

香港穩中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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