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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根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提名和建
议，任命卢伟聪为香港警务处处长。本周，香港回归
后第六任港警“一哥”走马上任。

“一哥”缘自车牌号

“一哥”是港人对警务处处长的称呼，来自一个
典故。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警务处发放香港机动车
牌照时，将 1号车牌留归警务处处长使用，这个车牌
沿用至今。从那时起，所有的警务处处长都有一个共
用的名字：一哥。

早在香港回归前，不少内地人已经从香港电影里
熟悉了督察、警司、警长等警衔，这些都归“一哥”
领导。虽只是一个“处长”，但“一哥”领导 3万人，
包括警察队伍、辅助警察、警界文职人员。警务处占

特区政府公务员队伍的1/5，“一哥”也可以说是特区
政府里最大的处长。警务处虽然隶属于特区政府保安
局，但根据香港基本法，警务处处长一职被列为特区
政府主要官员，须经特区行政长官提名，由国务院任
命，并在宪报中公布。

香港回归以前，港英政府对“一哥”也非常重
视，此职一直由英国人出任，直到1989年才有了第一
位华人“一哥”李君夏。

新“一哥”老警务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香港犯罪率低破案率高，
香港警务处大名在外，屡次被国际刑警组织评为“亚
洲最佳”的警务机关。

卢伟聪是“老警务”，大学毕业即入香港警界，
一干 30 多年，一路走来
成绩亮眼。他毕业于名校
香港大学，拥有社会科学
学士及管理学硕士学位，
干过刑事调查、国际联
络、服务素质管理等警界
各方面的工作，于 2009
年及 2014 年分别获颁香
港警察荣誉奖章及香港警
察卓越奖章。

见过大阵仗的卢伟聪
虽然受命于多事之秋，但
在上任记者会上的“首
秀”从容诚恳，有问必
答。笑言当天 6 时起床，
没吃早餐，因为要在记者
会后和记者茶叙。他首先
强调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
石，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
持警方打击犯罪，警方会
与国内外的执法队伍建立
紧密的伙伴关系。他上任

的 重 要 任 务 之 一 ，
是引领警方持续健
康发展，并在打击
科技犯罪及反恐方
面加强训练、补强
装备和对外联系。

有 记 者 关 心 卢
伟聪将如何处理违
法 “ 占 领 ” 活 动 ，
卢伟聪表示将秉承
政治中立、不偏不
倚、公平公正的态度尽忠职守。他个人重视团队精
神、实事求是，在强大的管理团队和优质、专业、优
秀的同事协助下，他有信心带领警队维护香港的安全
稳定。对于随时可能再出现的“占领“行动，已经指
示密切留意，预先做好风险评估，并以公众安全为大
前提进行部署。

香港有声音质疑警员在去年的“占领”活动中有
过激执法行为，卢伟聪表示，希望上任后加强与市民
沟通，因为有些市民对警队工作有误解。警方只想保
护市民生命财产，他亲眼所见前线警员工作实在太辛
苦，今后会多向市民解释警方的决定和行动的原因，
希望市民多体谅。

前任“一哥”的临别赠言

与卢伟聪同时出现在记者会上的还有他的前任曾
伟雄，虽然即将退休，但他仍忧心忡忡，表示时下香
港有些政党、社团示威时视法律如无物，有关人士在
争取政治理念的同时，也应守法。至于对他曾经领导
的香港警员们的批评，他表示“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他个人为警队感到自豪。

曾伟雄年轻时有过卧底毒贩集团成功破案的传奇
经历，在回归前曾被借调到英国伦敦警队出任侦缉警
司，于2011年被任命为香港警务处处长，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五任“一哥”，也是到目前为止任期最长的

“一哥”。按照规定，“一哥”必须在届满 57 岁时退

任，曾伟雄年龄到线交棒。
香港坊间流传曾伟雄作风硬朗，出言直率。果

然，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如何看待警民关系“撕
裂”，曾伟雄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以个人喜好看警
民关系，并不全面。你问一个绑匪警民关系有多好，
他一定答不好。香港治安良好，过去多年全赖警方与
市民共同付出，警方与各区、界都有合作计划，警民
关系一直良好，应全面看待警民关系。

曾伟雄任上遇到香港的游行文化从和平走向暴
力，过去香港无论多大规模的游行都会在表达完意见
后按时散去，过程理智平和。但五六年来，有些激进
人士在申请的集会时间过后仍继续示威，强占道路，
港警不得不采用更强硬手段维持秩序，这引起部分港
人的不安与不满，指责曾伟雄“暴力”，要求他道
歉。曾伟雄以一贯的硬朗个性留下一句有棱角的话：

“为维护法纪要道歉，是天方夜谭”。他任上最大挑战
就是去年的“占中”执法行动，在长达79天的乱局中
他控制住局面，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最后和平清
场，受到香港政府和市民的肯定。事后有警员被检举
暴力执法而被捕，他坚持“立法会议员被捕后有拒保
候查、保持缄默等不合作行为，警员被捕同样有不合
作的权利”，不避争议为警员维权，受到下属拥戴。

曾伟雄的人生将展开新的一页，但香港的“占
领”活动仍蠢蠢欲动，曾伟雄表示相信卢伟聪“已有
准备”，会成功带领警队应付未来挑战，维持香港的
秩序及稳定。

香 港
视 窗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和
北京“习朱会”成为台湾的热议话题，民进党主席蔡
英文对此表态：“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反击：“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但国共关系
是重要的正常的往来，两岸间可有国共关系，当然也
可以有民共关系，但我要问，为何缺了这一块？”

朱立伦的问题引发台湾各界发表看法——

国共交流基础稳健，民进党为争取深绿选民支
持，政策“逢中必反”，不提出明确的两岸论述，导致

“民共”互信不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提“维持现
状”，但内涵不明，不承认“九二共识”仅为了表示是
反对党？民进党要保证两岸稳定，又要顾虑传统核心
即“台独”基本教义派，想两边讨好，却又无力兼
顾，才会有“精神分裂”的两岸政策。

——中山大学政研所所长廖达琪

为什么没有民共关系？最大的问题在绿营还是有
强烈的意识形态枷锁，绿营一直认为他们是为台湾付
出，只要跟中国大陆有任何接触就是“倾中”、“卖
台”，但是这种论述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世界潮流。当今
每个国家都想要跟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对岸影响
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台湾没有理由背离中国而去。
台湾过去许多政治限制都因为经济发展而开放了，过
去的“愚民政策”现在已经不可行了。

——台中市议员刘士州

蔡英文说：“现在与 4 年前的主客观条件不同，
（两岸政策） 不会变成这次选战的困扰。”意思是，4
年前绊住她走不完执政最后一里路的两岸政策，在这
次选战中已经不再是困扰。她就算不调整两岸政策，
一样可以轻骑过关，赢得选举的胜利。这样的想法非
常危险，不但对她的选战危险，也对台湾发展非常危
险。

蔡英文显然是受到“太阳花”学运黄国昌等人反
中论述的影响，误认为马英九执政所推动的两岸和平
是选举票房毒药……蔡英文与黄国昌都犯了一个高估
与低估的错误，高估了两岸议题在“九合一”选举中
的决定力，低估了“大选”中两岸议题的重要性……
这会低估台湾人民期待两岸和平、经济稳定的主流力
量。

——《中国时报》社论

为何两岸间没有“民共关系”？究其缘由，不正是
民进党长期回避面对两岸议题的结果吗？民进党在政
治上标举“反中”、“仇中”，从而使自己失去与对岸交
手、对话的立场和机会；不仅如此，它还借此杯葛、
拉扯与丑化蓝营任何与对岸交往和交涉的努力，甚至
假装两岸关系是台湾不需要处理与面对的一块。台湾
近年日趋自我闭锁，不正是受到这类“反中”论述的
牵引所致？

民进党因无法在两岸关系中找到自己的着力空
间，又困于政治立场不知如何参与两岸对话，就把两

岸关系转化成岛内政争的主要武器，用来攻击对手。长期以来，两岸议题对民进党的主要
意义，只剩下“提供弹药”的功能，专供内斗之用……蔡英文提不出有超越眼光的两岸政
策，更无法推进有效的“民共交流”，却依附在国民党建立的基础上奢言“维持现状”，这
除了疏懒，也未免太过投机！

——《联合报》评论

近日，有香港市民在屯门看到一名女出租车司机头戴钢盔，身
着军用背心，胸前还挂着一把手枪，当时她正在停车等客。市民觉
得她装备可疑报警，警察到场将其拘留，在车上检获气枪和刀具。
屯门法院以“无牌藏有枪械”和“藏有攻击性武器”审理此案。

这名“武装姐”姓沈，57 岁，据出租车行负责人介绍，“武装
姐”今年春节开始向车行租车，工作时间为凌晨 5 时半至下午 4 时
半，日租金 330港元。以前曾有司机向车行反映她戴头盔开工，车
行询问她时，她称怕被打劫，而且遇到车祸也能自救，车行见她并
无精神异常，也未干涉。前几日车行负责人看到她佩枪，问她时，

她又称是安全考虑，表示已在
运输署备案。现在事情闹大，
公司称今后会劝她解除武装，
否则不再租车给她。

有香港出租车司机对“武
装姐”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称

“怕就不要做”，一名女司机表
示无论男女都会遇到抢劫，概率很低，她最怕的不是抢劫而是“醉
猫”等麻烦客。

“武装姐”新闻播出后，有乘客表示坐过她的车，虽然对她的装
备也感奇怪，但觉得司机“开车稳妥，举止斯文”，并无恶感。但法
律界人士指出，“武装姐”已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犯罪，“担心
抢劫”恐怕难成无罪理由。香港多年前审理过类似的案子，出租车
司机在后备厢摆放自卫用的棒球棍都属触法。现在，有些司机会带
着有其他用途的物品比如大号手电筒，既可防身，又可说服警方是
为照明而备。

1995 年 5 月 8 日，42 岁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
因气喘猝逝，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播报
艺人离世的消息；20年后，台湾“中华邮政”首
次发行艺人肖像邮票“邓丽君邮票”一组 4 枚。
化蝶20载，不仅两岸没有忘记她，凡有华人的地
方 ， 仍 然 还 回 响 着 她 的 《小 城 故 事》《甜 蜜
蜜》……

不仅是音乐，邓丽君在台湾留下的一切痕迹
都已成为文化资产。她的出生地云林县褒忠乡田
洋村，村广播站前奏曲就是 《甜蜜蜜》，她家租
用过的民宅保留完好，房东太太一遍遍向访客们
讲述着邓丽君1953年出生时的情景。而新北市金
宝山邓丽君长眠的“筠园”，更是几乎每位大陆
游客必到之地，他们有的手捧鲜花，有的带来卡
片和小礼物，仿佛是来与邓丽君“零距离”约
会。1959年，邓丽君全家迁往台北县芦洲乡 （今
新北市芦洲区） 眷村，现在的捷运 （地铁） 芦洲
站有邓丽君雕像，邓丽君的母校芦洲小学陈列着
她的唱片和海报，她受洗的芦洲圣若瑟天主堂也
访客不断。由邓丽君的家人建立的邓丽君纪念文
物馆信息最丰富，纪念馆位于高雄市爱河边，有
邓丽君的影像资料、日用品、演出服、邓丽君在
法国居住时开的奔驰车、在香港家中的公主床
等，满足歌迷想走近邓丽君的心愿。

5月9日，一场纪念邓丽君演唱会将在台北小
巨蛋体育场举行，演唱会的亮点是邓丽君“复
出”——她的立体投射影像将栩栩如生亮相舞
台，这场“如果能许一个愿——邓丽君20周年虚
拟人纪念演唱会”令化蝶 20年的歌星飞还人间，
这是全世界“邓迷”的美梦，正如林青霞所言：

“我从来没觉得她离开了，她还在。”

港警新“一哥”上任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新“一哥”卢伟聪上任。 谭达明摄新“一哥”卢伟聪上任。 谭达明摄

曾伟雄在纪念警队殉职警员时献上花圈。张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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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华邮政”今年发行的邓丽君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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