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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 政 治 宣 傳 說 起

從 政 治 宣 傳 說 起

商
台
將
深
宵
節
目
售
予
民
建
聯
，

並
由
黨
內
年
輕
黨
員
主
持
節
目

一
事
，
引
起
社
會
廣
泛
爭
論
。
直
至

截
稿
之
際
，
廣
管
局
接
到
逾
八
百
多

宗
投
訴
，
內
容
大
致
不
滿
商
台
把
原

屬
公
共
電
波
的
時
段
賣
給
建
制
派
政

黨
作
政
治
宣
傳
，
間
接
影
響
商
台
的

公
信
力
。
事
件
亦
引
發
另
一
宗
有
關

民
主
黨
副
主
席
劉
慧
卿
藉
商
台
報
時

時
段
向
市
民
呼
籲
爭
取
普
選
，
而
廣

管
局
亦
接
獲
十
餘
宗
相
關
投
訴
。
事

件
有
待
發
展
，
但
筆
者
想
從
商
營
電

台
應
否
協
助
政
治
宣
傳
，
以
至
有
否

需
要
考
慮
修
改
廣
播
條
例
的
角
度
，

提
供
一
些
思
考
。

有
政
治
色
彩
的
宣
傳
廣
告
？

事
件
曝
光
後
，
商
台
策
劃
總
監

黃
永
堅
稱
，
節
目
雖
然
為
民
建
聯
買

下
，
但
其
原
意
是
為
關
心
社
區
內
一

些
青
少
年
以
及
深
宵
外
展
社
工
的
關

愛
行
動
。
節
目
於
五
月
一
日
清
晨
首

播
，
但
見
主
持
人
及
民
建
聯
沙
田
區

區
議
員
葛
珮
帆
落
區
探
訪
夜
青
並
接

受
質
詢
，
節
目
內
訪
問
的
對
象
為
民

建
聯
議
員
，
亦
不
斷
出
現
﹁
民
建
聯

與
你
關
心
社
會
﹂
的
宣
傳
字
句
，
以

及
葛
議
員
講
及
自
己
在
區
內
的
工

作
。
可
見
，
這
第
一
集
節
目
借
﹁
關

愛
﹂
之
名
，
有
強
烈
的
宣
傳
民
建
聯

努
力
為
民
請
命
的
成
份
；
雖
無
廣
告

之
名
，
但
有
廣
告
之
實
。

﹁
政
治
廣
告
﹂
之
界
定
，
向
來

都
受
到
爭
議
。
外
國
對
於
政
治
廣
告

的
定
義
，
並
非
只
包
括
競
選
期
間
政

黨
在
媒
體
中
賣
廣
告
。
根
據
歐
洲
一

些
文
件
指
出
，
不
少
議
題
也
可
被
挪

用
作
政
治
宣
傳
的
議
題
，
包
括
醫

療
、
房
屋
甚
至
墮
胎
等
。
美
國
政
策

規
定
，
在
競
選
期
間
，
政
黨
可
在
主

流
媒
體
免
費
時
段
中
作
競
選
宣
傳
。

不
過
大
部
份
西
歐
國
家(

包
括
英
、

法
、
德
、
瑞
士
、
瑞
典
、
挪
威
、
丹

麥
等)

都
有
明
確
法
例
禁
止
一
切
政

治
廣
告
，
其
理
念
是
防
止
較
富
有
的

政
黨
藉
主
流
媒
體
大
肆
宣
傳
，
而
資

金
較
少
的
政
黨
因
而
在
選
舉
失
利
，

此
乃
基
於
一
種
核
心
的
﹁
公
平
﹂
理

念
：
政
黨
不
應
因
財
力
多
寡
而
被

﹁
歧
視
﹂
，
否
則
，
最
終
受
害
的
是

選
民
資
訊
權
甚
至
社
會
福
祉
本
身
。

︽
十
八
仝
人
愛
落
區
︾
在
五
月
啟

播
，
臨
近
五
月
十
六
日
的
補
選
，
不

難
令
人
猜
測
，
民
建
聯
此
舉
與
選
舉

有
關
。
另
外
，
劉
慧
卿
在
報
時
中
呼

籲
聽
眾
支
持
普
選
，
亦
間
接
有
宣
傳

投
票
成
份
。

廣
管
局
現
時
為
電
台
設
定
的
第

28

條
訂
明
：
﹁
除
非
得
到
廣
管
局
事

先
批
准
，
否
則
不
得
播
放
有
政
治
色

彩
的
廣
告
。
﹂
﹁
廣
告
﹂
為
一
特
定

類
型
及
文
本
，
但
﹁
政
治
色
彩
﹂
則

定
義
含
糊
。
商
台
此
次
做
法
，
明
顯

帶
取
巧
成
份
，
一
為
節
目
，
另
一
更

只
是
資
訊
提
供
。
既
然
如
此
，
商
台

稱
只
需
跟
循
本
身
已
設
立
的
︽
節
目

守
則
︾
中
第50

條
，
即
須
向
公
眾
交

待
清
楚
節
目
由
誰
贊
助
，
節
目
環
節

中
提
及
贊
助
商
的
次
數
不
可
太
頻
密

的
規
限
。
商
台
事
先
聲
明
節
目
由
民

建
聯
買
下
，
但
民
建
聯
在
節
目
中
的

宣
傳
字
句
是
否
過
於
頻
密
，
值
得
商

榷
。
誠
然
，
商
台
一
邊
廂
與
民
建
聯

﹁
關
愛
﹂
，
那
邊
廂
卻
有
劉
慧
卿
報

時
，
是
否
變
相
已
做
到
﹁
公
平
﹂
？

不
過
既
然
商
台
秉
承
公
平
，
又
是
否

需
要
向
其
他
黨
派
邀
請
參
與
節
目
？

譬
如
說
，
商
台
應
否
同
等
地
向
其
他

政
黨(

包
括
公
民
黨
、
社
民
連)

銷
售

其
時
段
？
當
然
，
社
民
連
已
有
其
網

絡
電
台
／
電
視
台
的
據
地
。
那
公
民

黨
亦
應
否
參
與
其
中
，
以
示
商
台
的

公
平
性
？
說
到
公
民
黨
，
黨
魁
余
若

薇
在
零
三
年
曾
暫
任
主
持
一
職
，
但

播
放
到
零
六
年
年
初
，
商
台
要
結
束

其
節
目
，
因
余
要
籌
組
公
民
黨
，
商

台
當
年
恪
守
其
中
立
之
道
，
到
今
天

為
何
受
到
動
搖
？

商
台
近
年
左
搖
右
擺
的
深
層
原

則
，
亦
見
於
早
前
發
展
局
局
長
林
鄭

月
娥
亦
買
下
商
台
時
段
，
為
其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
及
加
快
舊
樓
清
拆
，
以

至
降
低
強
拍
門
檻
護
航
。
林
鄭
的
做

法
，
亦
剛
巧
呼
應
政
府
愈
來
愈
積
極

的
媒
體
宣
傳
策
略
。
在
電
台
的
免
費

時
段
播
出
宣
傳
短
片
，
找
來
藝
人
呼

籲
其
政
改
方
案
，
並
警
告
若
然
方
案

被
否
決
，
政
制
將
原
地
踏
步
。
誠

然
，
主
流
媒
體
一
向
都
有
責
任
宣
傳

政
府
政
策
，
尤
其
政
改
方
案
等
重
要

政
治
議
決
，
是
否
都
應
包
括
其
他
政

派
聲
音
，
以
至
民
間
團
體
的
政
治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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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讓
民
眾
有
多
元
及
平
衡
的
訊

息
，
達
致
更
周
詳
理
性
的
決
定
。

廣
播
條
例
應
否
及
或
如
何
修
定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現
時
法
例
存

在
灰
色
地
帶
，
從
內
容
上
，
怎
樣
為

﹁
政
治
色
彩
的
廣
告
﹂
加
入
註
碼
，

使
其
更
清
晰
；
更
重
要
的
是
背
後
的

原
則
應
否
作
出
調
整
。
目
前
廣
播
條

例
中
的
電
視
、
電
台
及
廣
告
守
則
，

都
以
內
容
斷
定
其
政
治
性
，
但
從
原

則
角
度
上
，
是
否
需
要
從
﹁
中
立
﹂

角
度
，
考
慮
加
入
﹁
平
衡
﹂
，
以
至

﹁
多
元
﹂
性
？

觀
乎
外
國
例
子
，
一
些
中
歐
及

西
歐
國
家
，
基
於
言
論
自
由
的
原

則
，
均
有
條
例
容
許
主
流
媒
體
將
時

段
售
作
政
治
宣
傳
用
途
，
但
基
於
公

平
原
則
，
一
些
地
方
強
調
所
有
政
黨

均
享
有
同
等
宣
傳
權
利
。

固
然
，
有
關
政
治
宣
傳
的
法
例

考
慮
，
必
須
因
應
當
時
政
治
社
會
環

境
，
民
眾
的
政
治
意
識
及
享
有
的
資

訊
渠
道
。
但
條
例
的
制
訂
及
修
改
與

否
，
亦
存
在
難
度
。
在
考
慮
因
素

上
，
黃
永
亦
提
出
其
複
雜
性
，
就
是

香
港
欠
缺
一
套
完
整
的
﹁
政
黨

法
﹂
，
使
商
業
媒
體
不
能
就
政
黨
的

財
政
收
入
，
制
定
一
套
對
財
力
大
小

的
政
黨
，
訂
立
較
公
平
的
收
費
標

準
；
亦
使
商
台
可
以
利
用
這
缺
口
而

抗
辯
，
稱
電
台
向
政
治
組
織
售
賣
節

目
，
沒
有
砥
觸
任
何
法
例
云
云
。

筆
者
認
為
，
鑑
於
香
港
現
時
民

眾
政
治
意
識
日
漸
成
熟
，
社
會
不
少

議
題
亦
因
貧
富
懸
殊
加
劇
以
及
政
府

施
政
的
失
誤
而
被
政
治
化
，
民
間
需

要
更
多
渠
道
發
洩
民
怨
、
宣
示
自
己

素
求
之
餘
，
更
渴
求
更
多
政
治
、
經

濟
、
民
生
的
資
訊
。
另
一
方
面
，
主

流
媒
體
在
商
言
商
，
亦
愈
發
靠
攏
政

治
及
國
家
的
利
益
輸
送
，
使
社
會
的

權
力
傾
斜
更
趨
惡
化
。
條
例
修
改
需

要
審
慎
考
慮
，
但
更
需
要
循
公
平
原

則
，
平
衡
資
訊
。
在
應
否
容
許
政
治

宣
傳
上
，
一
是
堅
持
媒
體
的
相
對
中

立
，
不
容
許
政
黨
收
買
時
段
，
一
是

讓
媒
體
百
花
齊
放
，
但
要
訂
定
媒
體

對
所
有
政
黨
有
公
平
處
理
，
包
括
在

收
費
上
按
政
黨
的
收
入
作
比
例
性
收

費
。
這
考
慮
因
素
直
接
牽
涉
黄
永
所

提
到
的
政
黨
法
制
定
，
故
考
慮
需

時
，
而
在
考
慮
修
改
法
例
的
時
候
，

好
應
讓
公
眾
有
權
參
與
諮
詢
。

商
台
何
去
何
從
？

除
廣
播
條
例
的
考
慮
外
，
商
台

事
件
正
好
讓
我
們
思
考
商
營
電
台
的

社
會
責
任
。
黃
永
在
一
個
節
目
中
高

聲
反
駁
社
民
連
主
席
陶
君
行
時
說
：

﹁
見
錢
開
眼
的
是
市
場
銷
售
部
同

事
，
編
輯
部
堅
持
一
樣
野
﹂
，
反
而

更
突
顯
編
輯
部
對
銷
售
部
的
唯
命
是

從
。
喬
姆
斯
基(N

oam
 Chom

sky)

當
提

到
商
業
媒
體
所
面
對
的
過
濾(filter)

時
，
針
對
昔
日
我
們
期
望
媒
體
作
為

﹁
第
四
權
﹂
應
對
社
會
及
政
府
進
行

監
察
及
制
衡
，
今
天
已
漸
次
受
控
於

政
治
及
商
業
利
益
。
商
台
面
對
民
建

聯
的
數
十
萬
元
而
﹁
折
腰
﹂
，
說
明

媒
體
淪
為
政
治
／
政
府
宣
傳
機
器
，

進
一
步
令
社
會
上
的
權
力
傾
斜
加

劇
。
黃
永
被
大
力
批
評
背
叛
了
商
台

一
向
堅
持
的
﹁
林
彬
精
神
﹂—

敢
言

批
評
﹁
左
派
﹂
、 

或
者
﹁
18
樓
C
座

風
格
﹂—

諷
刺
政
府
政
策
，
而
向

政
治
及
商
業
勢
力
投
其
所
好
，
令
人

不
勝
唏
噓
；
其
左
搖
右
擺
的
做
法
，

更
突
顯
香
港
媒
體
的
缺
乏
核
心
價
值

及
原
則
，
藉
﹁
創
意
、
出
位
﹂
的
技

倆
求
存
的
困
局
。

網
絡
媒
體
成
﹁
第
五
權
﹂
之
聲

林
彬
先
生
的
遇
害
，
反
映
當
時

社
會
民
怨
沸
騰
，
缺
乏
發
聲
渠
道
，

間
接
助
長
激
烈
的
表
達
行
為
。
今

天
，
網
絡
群
組
動
員
譴
責
商
台
的
行

為
，
更
親
到
商
台
示
威
，
反
映
今
天

民
眾
會
更
直
接
向
媒
體
宣
示
不
滿
，

變
相
實
踐
﹁
第
五
權
﹂—

制
衡
媒

體
作
為
第
四
權
的
力
量
。
當
我
們
高

呼
主
流
媒
體
必
須
負
起
社
會
責
任
的

同
時
，
由
民
眾
參
與
的
網
絡
組
織
又

能
否
有
效
地
監
察
主
流
媒
體
，
提
高

其
問
責
性
，
又
補
其
不
足
，
鼓
勵
基

層
民
眾
發
聲
及
多
元
討
論
，
形
成
持

久
的
公
共
領
域
力
量
，
正
是
我
們
需

注
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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