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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屆區議會選舉的素人效應
香港於2019年六月爆發反送中運動，經過半年的

抗爭，示威活動未有降溫跡象。一度盛傳會被取消的區

議會選舉終在11月24日，在風雨飄搖的日子中有驚無

險地完成。反送中運動啟發一班沒有政黨背景、沒有經

驗的政治素人參選區議會，造成素人效應。

今屆選舉並非第一次出現素人效應，2014年雨傘

革命亦啟發部分素人展開「區議會戰線」，有意參選區

議會。在2015區議會選舉中，有一批俗稱「傘兵」的

政治素人參選，冀打破被建制派壟斷的局面，重奪議會

資源及話語權。有人成功當選，有人失望而回。成功

當選的僅八人，包括大埔區劉勇威、黃埔西區鄺葆賢、

沙田區黎梓恩。當中被稱為「擊敗歌利亞的大衛」徐子

見，他於提名期最後一日才報名參選，成功阻止已於當

區連任五屆的時任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成功當選。八名「

傘兵」全數於2019年區選中成功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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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上屆選舉，今屆的素人效應規模更廣，452

個選區中沒有任何自動當選的「白區」，亦有更多「大

衛擊敗歌利亞」的故事。今屆投票率創歷史新高，全港

投票率超過七成，部分選區更達八成，遠高於2015年

全港平均47%的投票率，部分票站更於清晨時分已大

排長龍，可見市民相當關注是次選舉。非建制派於十七

區的議席數目過半，當中更全取黃大仙區及大埔區的議

席。

這班素人從普通市民搖身一變，成為政治人物，走

進公眾的目光。此系列的報導將探討兩屆素人參選區議

會的心路歷程，對地區事務，整體社會的影響。以及追

蹤上屆當選者或落選者心境的變化，擔任議員期間的掙

扎，在過去四年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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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歷史的首批素人議員

區議會選舉，多年來被認作是政黨之間的角力場地。在2015區議
會選舉中，因雨傘革命而開始出現沒有政黨背景的「政治素人」
參選，縱然規模未及是次選舉之廣，但仍有8名素人成功當選區議
員。當中包括大埔舊墟及太湖劉勇威，沙田王屋黎梓恩，及觀塘樂
華北黃子健，三人在四年的區議員生涯中各有體會，反送中運動亦
令他們重新反思區議員的身分。

相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傘」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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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樂華北邨位於牛頭角的一座山丘

上，邨內有食肆、幼稚園、診所及商場等，猶如自成一

角的小社區。居民以基層市民及長者為主，於屋邨平

台、公園均會見到長者們三五成群地閒聊、下棋的身

影，好不愜意。今年40歲的黃子健在上屆區選中成功

擊敗連任四屆的建制派區議員，成為首批報捷的素人議

員。四年後，這名素人更成功「Connect」不同政見

的街坊，得到不少藍絲街坊的支持。

——觀塘樂華北邨黃子健
深得藍絲歡心的「佔中仔」

意外當選 議員生涯屢遇挫折

在2014年雨傘革命結束後，黃子健回到自己居住

了三十多年的觀塘區，發現自己對社區的認識相當有

限。他同時在網上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高登仔」，

希望從社區著手，改善地區資源分配，便從此踏上了參

選之路。他坦言，當選實屬意料之外，純粹希望建制派

不要自動當選。當時亦有街坊冷嘲熱諷，看扁這個沒有

政黨背景又沒有資源的素人。這藍絲街坊口中「搞事的

佔中仔」，成功以傘兵的身分突圍，在四年的區議員生

涯，亦遇過始料不及的挫折。

▓樂華北邨居民以長者為主，邨內有不少長者三五成群地聊
天、下棋。

樂 華 北 邨 依 山 而 建 ， 居 民 如 要 到 市 區 ， 如 非 乘 小

巴，便要沿四百多級的振華道曲梯拾級而上。惟村內人

口老化，要上落絕非易事，黃子健一直極力爭取於曲梯

安 裝 升 降 機 ， 但 至 今 未 能 成 功 。 他 指 ， 該 處 業 權 由 領

展持有，即使多次與領展商討，仍徒勞無功。除了爭取

升 降 機 外 ， 在 申 請 更 換 鐵 窗 亦 遇 到 多 番 阻 撓 。 樂 華 北

邨至今已四十多年歷史，民居的鐵窗經多年風吹雨打已

生銹及破爛不堪，黃子健曾向房屋署反映，希望可換成

鋁窗，但被一口拒絕。房屋署提供的原因是不能單獨更

換，要換便要全港更換。黃子健批評原因根本不合理，

每 條 屋 邨 的 樓 齡 不 一 樣 ， 房 屋 署 的 說 法 對 舊 邨 並 不 公

平。

▓黃子健視今屆選舉為「成績表」，由選民評定自己的
地區工作是否合格，四年來已盡力而為，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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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仔」變成「阿仔」

為他在困難中提供動力的，莫過於與街坊建立的深

厚感情。記者跟在黃子健的身後，在邨內巡視時，幾乎

迎面以來的每個街坊都與他打招呼。而最讓他深刻的是

一位年過七十的「藍絲」婆婆，不時會一大清早打電話

到辦事處，只為關心他會不會回辦事處吃午飯，希望為

他準備飯菜。「當我們是子侄般關心，會煮四、五人份

量的飯菜，雞翼、豬排都吃不少。」這位婆婆更是建制

派的義工，「明明是對家的人，為什麼會對我們好？」

時間證明一切，他慢慢感受到只要用心做地區工作，即

使政治立場不同，仍能與街坊建立猶如親人般的關係，

成為他工作的最大推動力。

▓黃認為，要與長者談論反送中運動等政治事件，要先取得他們的信
任，建立關係，亦要多代入他們的角色，理解他們的想法。

四 年 過 去 ， 黃 子 健 坦 言 是 次 的 選 舉 比 上 屆 壓 力 更

大，要有實際政績向選民交待。如果不幸落選，便代表

自己的地區工作有所不足，但表示自己四年來已盡力，

「這次的選票是我的成績表」。今屆選舉有不少素人落

區參選，黃子健以過來人身分向其他素人分享經驗，亦

與鄰近地區候選人一同規劃巴士路線，「幫得幾多得幾

多」。

▓黃子健除了選舉期開設街站外，平常亦會在此
為長者量血壓，多接觸居民，藉此了解他們的意
見。

8



▓黃子健除了選舉期開設街站外，平常亦會在此
為長者量血壓，多接觸居民，藉此了解他們的意
見。

——大埔舊墟及太湖劉勇威
中學老師變身素人區議員導師

有別於樂華北邨，位於大埔的舊墟及太湖選區以中

產居民為主，競逐連任的素人議員劉勇威今屆成功以接

近7成的得票率高票當選。39歲的劉勇威成為區議員前

是一名中學老師，在校內循循善誘，在928當日看見很

多年輕人上街，當中更包括他以前的學生，「為什麼我

作為老師卻站在他們的身後，這令我有很大的感觸。」

而他認為，作為老師每年可感染的人數始終有限，所以

希望透過社區影響更多人。今屆更以自身經驗為其他素

人區議員提供意見。

實幹獲街坊支持 惟權力終有限

與黃子健一樣，劉勇威透過網絡與其他有意在自己

社區扎根的人聚在一起，成為地區組織埔向晴天的成

員。他表示，參選的首要原因是希望奪回被建制派把持

多年的議席，令資源不會落在他們的手上。劉勇威坦

言，本身並非很大意欲參選，但其他成員均表示只希望

助選，他唯有「膽粗粗」地舉手參選。在2015的區選

臨近提名期時，他感受到愈來愈多街坊支持，漸漸有信

心勝出選舉。

過去四年，劉勇威成功打擊區內售賣保健產品的詐

騙集團，爭取興建公園，得到不少街坊認同。有街坊向

他反映，上屆建制派區議員只懂得發傳單「關注」地區

問題，卻從不改善。他表示，即使自己解決的地區問題

較瑣碎，但街坊會直接受惠，看在眼內亦會認同他。他

強調，不能揮舞民主大旗便要市民支持，要表現比建制

派優勝才可獲得支持，最終成功以高票連任。即使有不

少地區政績，但他在任期內亦曾遇過有心無力的情況。

大埔區議會早於2012年大比數通過發展龍尾灘成

泳灘，但劉勇威指該處水質差，而且有大量海洋生物，

所以反對發展計劃。但由於區議會早已通過，他亦無力

阻止。當區議會討論泳灘設施時，他選擇消極面對，以

離席進行無聲抗議。

▓劉勇威於今屆選舉與太太陳蔚嘉一同參選，她首次參選便成
功當選太和選區區議員。 9



義不容辭助素人 擔任素人導師

接近任期尾聲，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運動「遍地

開花」期間，大埔不時發生警民衝突，衝突現場亦會看

見劉勇威的身影。他苦笑指，區議員由受人景仰變成高

風險、受警員唾罵的職業。作為區議員處於衝突現場，

會與警方理論，但他慨嘆現在的警暴問題已不是議員在

場便可解決，唯望盡一分力，多保障街坊安全。

對 於 今 屆 區 議 會 有 多 名 素 人 當 選 ， 他 坦 言 對 部 分

素 人 能 力 感 到 擔 心 。 他 認 為 ， 部 分 素 人 相 當 年 輕 ， 沒

有 足 夠 的 社 會 經 驗 及 處 理 地 區 工 作 的 經 驗 ， 或 連 管 理

辦 事 處 都 有 困 難 ， 可 能 會 難 以 應 付 區 議 員 的 工 作 。 他

提到，2003年時泛民區議員亦曾於區選中大勝，但在

2007年卻被建制派擊潰。所以這次當選後，他多了一分

使命感，運用個人經驗，希望協助其他素人議員，以免

重蹈覆轍，令選民失望。有素人議員向他請教時，他亦

有求必應，「幫助他們是義不容辭的。」四年時間，他

從一名中學老師變身區議員，再化身成其他素人議員的

導師。

▓年僅22歲，剛從大學畢業的屯門素人區議員潘智鍵表
示，曾就區議員職務向劉勇威請教意見，劉亦樂於提供
協助，非常感激他的幫忙。

▓在反送中運動「遍地開花」期間，劉勇威亦會出現於大埔的
衝突現場，盡力為市民提供協助。

▓劉勇威擺設街站宣傳期間，有不少街坊主動上前表達支持
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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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勇威擺設街站宣傳期間，有不少街坊主動上前表達支持
及鼓勵。

無名小子蛻變區議員
—— 沙田王屋黎梓恩

同屬傳統中產地區的王屋選區，2015年當選區議

員時黎梓恩年僅23歲，比黃子健及劉勇威年輕得多。

同樣透過網絡聯繫同路人，組織義工團隊，一個無名

小子便決定挑戰當區連任四屆的建制派議員。黎直指，

當初從未想過會勝出，只希望阻止對手自動當選。選舉

當日，在一旁觀看點票時，看著自己的票愈疊愈高，心

想：「死啦，好像真的會贏。」最後，他首次參選便以

175票之差成功當選。

首次參選衝動而行 自省不足之處

沒有政黨、沒有從政經驗、年紀輕輕，黎梓恩認為

參選最困難的，莫過於長時間維持良好心理質素。除了

晨操晚練，一星期七日，每日超過十小時用作擺街站，

「一直低下頭向前衝」，更要隨時有心理準備應付被無

理指罵。而現在回想起當初競選時，表現確有不成熟

之處。他憶起選舉後期情緒容易變得亢奮，他的對手是

自由黨的梁志偉。當黨內最具知名度的田北俊及周梁淑

怡均落區為梁志偉助選時，他形容自己異常興奮，「整

個自由黨對我一個小子」，馬上到場開設街站，更與田

北俊合照。他事後回想，區議員能踏實地工作，服務社

區，選民才會支持你，參選並非讓你滿足個人情緒，所

以認為這是不成熟的做法。

除此之外，他曾在選舉後期製作批評對手政網的單

張。例如由於富豪花園行人天橋沒有升降機，不良於行

的市民要繞路而行。對方的政網包括於該處設立行人過

路處，黎梓恩則希望於天橋設立升降機。於是他在宣傳

單張指出對手的方案危險而不可取。他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這並非妥當的做法。黎指，只需要強調自己的政網

的 優 點 就 可 以 ， 不 必 批 評 對 方 ， 街 坊 自 會 懂 得 分 辦 利

弊。

▓黎梓恩兩屆參選的對手同樣是自由黨的梁志偉，他形

容今屆應對選戰的態度比上屆成熟及踏實。

▓ 反送中運動期間，黎梓恩不時出現於沙田的衝突現場，與警
方指揮官進行交涉，希望盡議員責任守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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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保長」變身議員 保護居民

過去半年，反送中運動亦令他對區議員身分有不同

看法。於7月14日沙田首次出現衝突時，亦曾獨自一人

站在源禾路大會堂的路障前指責警方出爾反爾，推進防

線。於十月初沙燕橋衝突中，大批防暴警員意圖衝入河

畔花園。他形容當時居民情緒激動，「很多手持菠蘿、

午餐肉罐頭與警員對罵」，已蓄勢待發，準備還擊。他

趕到現場後聯絡指揮官，警告對方如推進防線必然會有

嚴重流血衝突，最終警方慢慢把防線後退。他回憶過去

三年半的議員生涯，自己比較像一名「街坊保長」，幫

居民解決生活所需，小至調較電視台都會向他求助。

但在反送中運動的半年間，多次處於行動現場與警方斡

旋，嘗試保護居民，感受到角色有所改變，真正覺得自

己是一名議員。

黎梓恩於今屆選舉成功以高票連任。但在回想議員

生涯中，亦有遺憾之處。包括爭取四年，但仍未通過於

富豪花園興建升降機。他批評政府以資源不足為藉口，

限制區議會每次只能落實三個項目，令排名第五的興建

升降機計劃一再拖延。但他預計來年區議會終可輪到落

實 興 建 ， 「 答 應 了 街 坊 的 便 要 做 得 到 。 」 四 年 任 期 過

去，昔日的無名小子已蛻變成努力兌現承諾，保護市民

的區議員。

▓黎梓恩指，區內仍有不少社區問題與城市規劃不當有

關。如欠缺足夠停車場導致違例泊車，難以短時間內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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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健

劉勇威

黎梓恩

3人全數於2019區議會
選舉中成功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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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落敗 捲土重來的素人

2015區議會選舉中，雖然有
8名素人成功當選，但更多的
是遺憾落敗，漸漸消失於公
眾的目光。當中北區祥華黃
嘉浩、元朗天恒王百羽、荃
灣楊屋道林錫添，於今屆選
舉決定捲土重來，再次參選
區議會。

楊屋道
林錫添

相片來源：受訪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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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事重地奇蹟當選 昐傳民主理念

——荃灣楊屋道林錫添

位於荃灣的楊屋道選區包括二陂坊，即8月5日有市

民被斬至重傷的高危地帶。林錫添於今屆參選期間亦曾

收過恐嚇信息，於選舉期亦減少進入二陂坊。他於上屆

區選挑戰民建聯的陳恒鑌落敗，他以奇蹟形容今屆成功

當選。 

挑戰「藍區」 零勝算 唯望散播理念

林錫添回想在雨傘革命時，每天晚上都會到旺角佔

領區，漸漸認識其他留守人士。留守者開始醞釀於區

議會選舉延續抗爭。他這才知道不一定要入政黨才可參

選，一般人亦可做到。後來他主動接觸多名泛民成員，

表示有意欲參選，希望得到意見及協助。當中只有新同

盟的譚凱邦回覆他，表示碰巧楊屋道的原有參選人退

選，可協助他出選當區。在譚的協助下，林錫添開始進

行地區工作，學習跟進個案、擺設街站等。他表示，一

直以來楊屋道是傳統「藍區」，區來有眾多鄉事派，很

多街坊對政治亦漠不關心。雖對當選不抱任何期望，但

他願藉著區議會候選人的身分，向市民派傳單，解釋「

小白象」工程的壞處，如何影響民生。讓他們明白政治

與生活息息相關，可潛移默化地提高公民意識。

他坦言當時自知沒有勝算，但至少能阻止該區成

為白區，及藉選舉期間派發單張，向居民散播自己的理

念，總算有所作為。他解釋，若陳恒鑌能自動當選，民

建聯便會減少當區投放的資源，轉為投放於其他選區。

如此一來，便會對其他選區的候選人造成壓力，而林錫

添的參選則可達到牽制的作用，令民建聯不敢鬆懈。即

使只打算陪跑，但選舉過程絕不輕鬆，除了兼顧日常工

作 外 ， 要 於 工 餘 時 間 擺 街 站 ， 跟 進 個 案 ， 令 他 身 心 俱

疲。選舉日亦只有不足十個義工為他助選，用僅有的兩

個橫額作宣傳，相反對手陳恒鑌則聲勢浩大。他形容，

在點票站公布落敗的一刻鬆了一口氣，感到如釋重負，

「像完成任務」。

在落選後，他一直反思應如何自處，在機緣巧合下

他成為了不同網台的節目主持。一做便是兩年半，他的

節目內容多元化，除了歷史文化、政治、中國政局，更

有泰國旅遊。漸漸有不少街坊透過網台認識他，在街上

跟他打招呼，令他可藉此繼續宣揚理念。

▓林錫添設立地區組織荃灣社區網
絡，收集地區資訊。

▓林錫添希望以自身經驗作例子，向選民解釋選舉
並不等於派發「蛇齋餅糉」，即使沒有小恩小惠仍
可以是稱職的區議員。

15



反送中再燃參選決心 昐為市民反映政治訴求

今年六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林錫添親眼目睹警

察在和平遊行發射催淚彈，抗爭者受傷流血，繼而暈

倒。此情此景令他想起六四事件，當時他尚年幼，在電

視看到屠殺畫面時仍感到相當震撼。他憤慨地指：「

當時我什麼都做不了，但現在我是成年人，怎能視若無

睹？」於是便下決心再次參選。經過這次運動，他認為

區議員的身分多了一重意義，除了阻擋區內「小白象」

工程，亦可協助市民反映政治訴求。例如，他可代市民

於議會表達對警方在荃灣濫發催淚彈的不滿，提供發聲

渠道。最後於今屆選舉中，他以174票之差勝出。

▓鄰近尚翠苑的物流公司會於深夜時分運貨，工人拋卡板及叫
喊聲滋擾尚翠苑居民，林錫添每晚到場量度噪音，處理投訴。

▓林錫添在多個網台包括啤梨晚報、MIHK.TV等主持節目，希望繼續散播理念，漸漸多人認
識，更曾有的士司機認出他。

訪問當日，林錫添由於接獲居民噪音投訴，已連續

一星期於凌晨時分到尚翠苑外量度噪音，直至凌晨兩、

三點才乘的士回到位於黃大仙的家。尚翠苑後方有不少

貨 倉 ， 部 分 物 流 公 司 會 於 深 夜 時 分 運 貨 ， 發 出 的 噪 音

被投訴擾民。他形容，荃灣的城市規劃一直存在嚴重問

題，在同一區域興建工廠、貨倉、豪宅及酒店，衍生大

量社區問題。而他作為區議員，便有使命把問題逐點改

善，完善社區。

▓林錫添參選後不時收到恐嚇信息，當中包
括以簡體字寫上「關口等你」，他強調自己
沒有回鄉證，絕不會靠近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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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天水圍北的天恒邨於2001年落成，邨內有不少

新移民及少數族裔人士居住，並一直由工聯會的陸頌雄

擔任該區區議員。王百羽於2015年首次挑戰當時已連

任三屆的陸頌雄，惟最終落選。於今屆選舉時終以超過

六成的得票率成功當選。

——元朗天恒王百羽

辦創意活動 實踐公民教育

王百羽憶起雨傘革命後期，抗爭者於金鐘及旺角開

始討論以區議會作戰場，延續抗爭。王於是透過討論區

與其他天水圍年輕人組成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並參選

區議會。他希望透過參選阻止陸頌雄自動連任，及希

望向街坊進行地區教育。他指，雨傘運動時，一離開

金鐘、旺角等佔領地區便猶如進入平行時空，市民如常

地生活。故此，希望把政治教育滲入社區，提升公民意

識。

加入地區組織後，王百羽透過舉辦不同地區活動接

觸街坊。如籌辦手作地攤、漂書等，居民反應亦相當熱

烈。地攤除了邀請本地手作人售賣作品外，亦有售賣一

些本地農產品，讓街坊認識本地農業。而漂書活動同樣

受歡迎，最讓他深刻的莫過於一名年輕媽媽捐贈一整套

珍藏多年的漫畫，她指家裡沒空間擺放，但又不想浪費

丟掉。適逢王百羽舉辦漂書活動，終於可藉此轉贈其他

街坊。他笑指，同樣有位年輕爸爸「含淚」捐出整套聖

鬥士星矢漫畫。他解釋，由於自己沒有政黨背景、沒有

名氣，要得到街坊信任並不容易。透過舉辦活動可與街

坊建立關係，令居民可放下戒心，再向他們解釋自己的

政治立場，爭取支持。除此之外，活動亦可讓街坊學會

資源共享。他指，一般市民對地區資源的理解僅限於區

議員派發蛇齋餅糉，但透過漂書活動讓居民知道，他們

亦可以貢獻資源，互相分享。

擊敗雙料議員 成功光復「藍區」

▓王百羽指，邨內居民日常需依賴巴士及輕鐵出入社區。早上
上班時間巴士站總會擠滿上班人潮，他希望上任後可舒緩交通
配套問題。

▓王百羽笑指，自己已不算素人，希望以自身經驗及能力，負責
區議會「戰線」，利用議會資源，為其他反送中抗爭者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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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土重來 盼支援抗爭者

雖然最後於2015年選舉不敵陸頌雄落敗，但王百羽

仍以不同方式，希望達到其社區教育，散播公民意識的

目標。2016年網絡23條於立法會審議期間，王百羽聯

同其他天水圍地區組織，擺設街站，印製宣傳單張。以

長輩圖為例，向居民解釋此法例的爭議之處。期後更當

選選舉委員會的資訊科技界選委，再藉此機會向街坊解

釋選舉制度。

雖然於反送中運動爆發前，偶爾有街坊鼓勵他再度

參選，但他一直未有下定決心。直至遇到首位抗爭者犧

牲自己性命時，他一直反思自己，以個人的經驗可以怎

樣付出，「如果有能力而不為，便是逃兵」，於是他毅

然決定再次參選。對比上次選舉，王百羽表示上屆自己

比較囂張，求勝心切，有點自視甚高。但在今屆選舉期

間，接連發生「中大圍城」及「理大圍城」等衝突。他

不時會暫停選舉工程，希望到現場盡一分力，協助抗爭

者，「相比贏出選舉，救人更重要。」當選後，他亦希

望利用議會的資源及身分，為身陷囹圄的抗爭者提供實

質支援。

訪問當日，記者跟隨王百羽巡邨時，一路有不少街

坊祝賀其當選，表示支持。除了年輕人，更有長者、南

亞裔家庭，更有操不純正粵語的中年人特意提醒他多關

注 被 捕 人 士 。 他 亦 提 及 有 部 分 新 移 民 街 坊 曾 支 持 陸 頌

雄，但經過反送中運動，目睹警方濫暴後，便轉為支持

他。王指，外人總認為天水圍區多新移民，居民一定很

「藍」，他們的轉變均讓他感到意外。

▓王百羽今屆第二次參選，成功擊敗當區已連任三屆的區
議員兼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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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戰屢敗 初心不變
——北區祥華黃嘉浩

水管工程燃參選決心 惟飲恨落敗

回想2014年雨傘革命，黃嘉浩在運動中感受到民主

進程並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長時間讓市民接受民主教

育，接收相關資訊，才可提升公民意識。他回想，當

時社會氛圍總談著「自己香港自己救」，要救香港，

先要從自己的社區出發，於是他與其他同住北區的年

輕人組成北區連線，參與地區事務。不久後，便發生

了祥華邨4700萬天價更換水管工程爭議。工程更被指

涉利益輸送，偽造居民授權書等。黃嘉浩憶述，當時

上任的業主立案法團在未有足夠的諮商下通過工程，不

位於粉嶺的祥華邨啟用三十多年，32歲的黃嘉浩在

此土生土長，一直以祥華人的身分自居，對邨內一磚

一瓦皆相當了解，於2015年決心以區議員身分服務街

坊。在上屆選舉中，他辭掉待遇不錯的平面設計師工

作，全心全意備選，但最後以一百多票之差飲恨落敗，

該區由民主黨的陳旭明勝出。今屆選舉中，北區被視

為民主派撞區的重災區，一共有五個選區出現撞區的

情況，包括祥華區，終再次落選，由對手陳旭明成功連 

任。

少居民一直蒙在鼓裡。他更曾聯絡「全港業主反貪腐反

圍標大聯盟」，向民主黨的林卓廷尋求協助，但林未有

理會。於是他聯同其他北區動源成員擺設街站，喚起關

注，同時收集居民意見。最終業主大會成功通過無限期

暫停工程。他慨嘆，當市民對地區事務漠不關心時，便

會逐漸被他人管治，甚至被利用。經此一役，黃嘉浩下

定決心參選區議會，希望以區議員身分，向居民進行深

化教育，讓他們認識民主概念，加強社區連結。水管工

程一事雖令他得到不少居民支持，可惜仍以一百多票之

差敗選。

▓黃嘉浩向街坊介紹自己時，總會提及自己住在邨內的
祥智樓多年，對邨內事務比外來區議員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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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敗選，黃嘉浩仍經常出席業主大會、居民大

會，嘗試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參與地區工作。四年過

去，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再次掀起素人效應。黃嘉浩

本未有打算再度參選，但希望藉過來人身分向今屆的素

人分享經驗。於是，他主動聯絡協助組織素人參選的網

絡平台「自由系」，向今年參選的素人提供意見，過程

中漸漸萌生再度參選的意向。

無力再選 初心不變

黃嘉浩指，每次參選背後均要付出很大代價，不但

影響原本的工作，在選舉期間幾乎零收入。除了自己的

付出外，更會影響他人。他憶起在兩次選舉中，均有一

些街坊義無反顧地為他助選，全心全意支持他。在上屆

選擇中，一位街坊天天陪他晨操晚練，他每次開設街站

都會從旁協助，即使被淋紅油恐嚇亦不言退。在這次選

舉，有一位不時為他助選的女街坊，有一天突然腦出血

暈倒。他指，女街坊在應付日常工作外仍為他助選，誘

發她腦出血的原因可能跟過勞有關。在描述女街坊的病

情時，黃更一度因自責而哽咽，「參選是我的決定，為

什麼要讓其他人付出代價？」

在祥華邨內遊走時，不少街坊向黃嘉浩主動攀談，

鼓勵他下屆再選。黃嘉浩慨嘆，說一句「加油」很容

易，但背後需承受的代價卻難以想像，「我不是靠光合

作用生存，我還要對自己的人生、女朋友負責。」面對

再一次的落選，他預計應不會再參選，但仍保持服務街

坊的初心，會略盡綿力關注地區事務 。

▓黃嘉浩過去四年曾就不同地區議題向陳旭明表達意
見，如高空擲物及升降機問題等，但他表示陳未有理
會。

▓黃嘉浩兩次落選後仍希望於工餘時間關注地區事務，亦會經
常出席業主會、居民大會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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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區議會選舉

四年過去，香港於2019年下半年爆發反送中運動，運動持續
超過半年。區議會選舉在槍林彈雨的影響下進行，運動再次啟
發一班政治素人參選，造成素人效應，不少人更擊敗建制派老
將，一舉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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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倒歌利亞的大衛

連桷璋

大埔廣福及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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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連桷璋及謝旻澤

大埔廣福及寶湖的連桷璋、荃灣麗濤的謝旻
澤，同樣作為首次參選的年輕素人。無獨有
偶，二人同時參選自己成長的選區，並奇蹟
般地擊敗了當區盤踞多年的建制派區議會主
席，昐為選區帶來新氣象。

謝旻澤

荃灣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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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成契機 挑戰巨人歌利亞

今 年 三 十 歲 的 連 桷 璋 曾 擔 任 廣 告 公 司 助 理 創 作 總

監，他的創意更毫無保留地展示於他的文宣中。他的宣

傳單張、旗幟製作精美，風格別樹一幟，有別於傳統選

舉文宣，成功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他於去年已萌生參

選意向，當時僅因自己喜歡玩音樂，但又不想花錢租用

工廈，而樓下的寶湖街市則有大量空置舖位，心想何不

活化街市，善用資源，從而改善社區。但真正令他下定

決心參選，是六月份因反送中運動而引起的社會氣氛，

他形容當時氣氛躁動，令他覺得「不可以再等，香港已

不能返轉頭」，便毅然決定參選。

有別於連桷璋，二十五歲的謝旻澤於今年六月爆發

反送中運動後才有意參選。原本，他是一間生物科技公

司的合夥人，公司發展剛上軌道，卻適逢香港風雨飄搖

之時。從六月的一百萬、二百萬人大遊行，政府仍漠視

龐大的民意，拒絕回應訴求，令謝旻澤憶起雨傘運動的

失敗。他覺得自己的工作時間相對自由，而且尚年輕，

未有家庭負擔，有信心可負擔參選區議會的「戰線」。

於是他加入網絡平台「自由系」，與其他有意參選的素

人連結，成為荃灣傳統中產區麗濤區的社區主任，開始

進行地區工作，舉辦漂書、「健康站」等活動。

少年迷途知返 立志守護窮勢社群

走進位於重慶大廈的基督教勵行會，各式各樣的獎

盃、感謝盃排列在書櫃上，其中一半的獎盃都是屬於Jeff

的，但在這些成果背後，卻是個浪子回頭的故事。

二人意外大勝  連：「刀仔鋸大樹」

同樣挑戰當區區議會主席，兩人均以坦然的心態面

對勝負。連桷璋的對手是已任職四屆區議員，民建聯的

黃碧嬌，面對對方龐大的鐵票及資源，他形容自己參選

是「刀仔鋸大樹」，宣傳期間亦未有考慮輸贏，只能盡

力而為。他回想選舉後期時，在屋邨逐戶拍門宣傳時，

居民的反應普遍友善，不少人向他表達支持及鼓勵，才

漸漸令他覺得有機會當選，終以九百多票之差勝出。

謝旻澤的對手則是荃灣區議會主席，在麗濤已連任

三 屆 的 黃 偉 傑 。 他 於 參 選 期 間 ， 同 樣 對 選 舉 結 果 沒 有

大期望，對於最終能以超過一千票大勝，謝亦感到相當

意外。他解釋，麗濤是傳統中產區，居內以中老年人為

主 ， 對 政 治 及 社 區 事 務 普 遍 較 冷 感 。 而 對 手 黃 偉 傑 的

形象及地區工作亦尚算不俗，所以過去得到大部分選民

支持。他坦言，他的落區時間只有不足半年，是次能夠

勝出主要受反送中運動的政治因素影響，才可以高票當

選。

▓謝旻澤於選舉期間幾乎完全放下原有工作，接下來希
望可平衡區議員及其科技公司的職務。
（受訪者提供相片）

▓連桷璋對手前大埔區議會主席黃碧嬌的其中一項「政績」是
以斬樹解決鳥糞問題，令不少鷺鳥雛鳥死亡。連桷樟批評黃碧
嬌沒有盡責跟進政府的處理方法而導致悲劇發生。

▓廣福邨內有不少長者經常圍在一起聚賭，打發時間。

▓謝旻澤自小於麗城花園長大，對區內環境熟悉，即使落區時
間短仍了解社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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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桷 璋 參 選 時 以 「 顧 大 顧 細 ， 珍 惜 一 切 」 作 為 口

號，總結他的政綱。他的政綱包括對大埔鷺鳥的保護，

活化社區設施。能夠成功當選，他形容代表居民求變的

心，才會願意選一個沒有經驗的素人。他感受到選民對

他的期望，但亦慢慢感受到壓力之大。他表示，區內有

不少問題均有待解決。例如廣福邨人口老化，邨內有不

少 長 者 及 退 休 人 士 。 日 常 居 民 無 所 事 事 ， 便 會 聚 在 一

起，漸漸組成非法賭檔。他打算在區內安排不同活動，

建立社區經濟平台，讓長者藉此分享技能，善用時間，

便可逐漸解決聚賭問題。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當選，連桷

璋感受到作為區議員比一般人多一份責任，但同時亦充

滿無力感。他回想在參選期間，每次處於衝突現場亦一

直希望提供協助，但亦無從入手，能力有限，便衍生出

無力感。

相比連桷樟，謝旻澤有相對較迫切的社區議題需要

跟 進 。 當 中 包 括 困 擾 當 區 居 民 多 年 的 荃 灣 公 園 海 旁 異

味問題，當中涉及荃灣的城市規劃配套，並非一時間可

徹底解決，需要與其他荃灣區議員合作，才可從根源改

善問題。除了一般社區問題，謝旻澤更希望利用議會資

源，連結各地區組織，透過各類活動，向居民傳遞公民

理念，提升公民水平。他形容，過去區議會的投票率均

相當低，是次僅因反送中運動而令市民關注選舉，一般

情況下市民甚少關注政治及社區事務。他認為，要讓香

港步向公民社會，要讓市民負擔適當的社會責任，而非

單方面收取「蛇齋餅糉」等利益，「除了收取以外，亦

要付出。」

▓連桷璋的文宣設計精美，
令人眼前一亮，他笑指只要
執著一點便做得到。
（受訪者提供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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