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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表示，商界向關愛基金捐款是希
望獲得社會認同，商界除做生意外，還關心社會事務，但政府不止沒有公佈
捐款人資料，亦沒有讓捐款者選擇希望協助的範疇，做法並不合理，建議關
愛基金按每個項目尋找商界合作，讓受惠人士能夠近距離接觸捐款人，較單
要求捐款更為實際。 對近日有報道指他有意聯合商界另搞一個扶助弱勢社
群的基金，田北俊在出席另一活動時主動澄清有關講法，稱完全沒有甚麼成
立商界聯合基金這回事。商界也會積極關注政府現時的關愛基金，但希望基
金在立項等工作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吸引更多商界願意參與。

羅致光：「關愛」籌款勝公益金數倍
羅致光在出席同一電台節目時則指，過去社福界籌款額為8億至10億元，

就算公益金全年都只籌得2億元，現時關愛基金已有18億元，為公益金的數
倍之多，坦言很難一下子籌足50億元。他解釋，基金最初籌備的時間相當緊
迫，委員會透過個別的小組進行討論，再各自提出不同類型的扶貧項目，
只要與政府政策沒有矛盾，就會先執行；而現時基金提出的10個項目並無先
後之分，未來會逐步推出更多項目，希望透過關愛基金衝破過去政府因技
術問題而不願意推動的項目。
他同意，基金並非十全十美，但希望外界能夠給基金一個機會，讓當局

與商界一同合作，改善現行的問題。至於有嚴重殘疾人士要求關愛基金提
供藥物資助，羅致光稱，決定是否資助昂貴藥物時，涉及多項問題，現階
段推行有困難。

張國柱：68億「打底」料無「爛尾」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則在節目中表示，現時政府成功注資50億元，加

上商界承諾的18億元，已有68億元「打底」，相信不會「爛尾」，但期望政府
高層落力籌款；又指基金應具透明度，包括與基層團體進行商討，讓雙方
均了解為何先推行某個項目，有何理據及背後原因等，透過關愛基金協助
在安全網外的人，而長遠則應盡快「修好安全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立法會
通過撥款後，關愛基金的項目將會逐步
「出爐」，但兒童發展配對基金副主席蔡
元雲指出，單靠「派錢」並不能解決貧
富懸殊問題，必須透過人與人的關懷，
直接接觸每個弱勢家庭，建立「關愛文
化」，才能收效，並能消除「仇富」情
緒。他說：「要做到真正關愛，不是只
靠派錢，是要有心、有情、有理念及有
概念地做青年工作。」

指派錢不能消除仇富
蔡元雲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兒

童發展配對基金鼓勵兒童作個人發展及
養成儲蓄習慣，令參加者獲益最大的是
以專人陪伴成長，規劃兒童前景的「師
友計劃」，該種「扶貧」模式亦有助消除
社會矛盾及仇恨情緒。他說：「只是派
錢，兒童可能以為你只是可憐他，社會
關係會決裂，造成仇視、仇富情緒。」
他指出，關愛弱勢社群需要有心、有

情、有理念及有概念地做青年工作，更
要善用資源，如當中牽涉大量行政工作，是本末
倒置。他認為，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必須以外展服
務接觸每個家庭，建立關愛文化，呼籲當局及政
黨不要以為單靠「派錢」便可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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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選擇希望協助範疇 讓受惠者近距接觸捐款人

田少籲「關愛」按項找商界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關愛基金撥款雖獲立法會財

委會通過，但向商界籌款「未達標」的問題繼續受到各政黨強

烈批評。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更指，政府在公布基金時，只

集中向大地產商籌款，令其他商界毫無自主性，加上未有具體

協助的項目，令有心捐款的人質疑運用，最初階段處理得不

好。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則指，部分研究推行的項

目若由政府推行，可能引發一些令政府憂慮的問

題，但可以由關愛基金試行，先看成效。

推廣藝術勤播種 曾德成介紹3辦
藝術推廣任重而道遠，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潤物無
聲，只為推廣藝術」為題，在網上專欄《局長
隨筆》中撰文，介紹康文署轄下3個辦事處：觀
眾拓展辦事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和音樂事務處
的工作，坦言3個辦事處的努力都「潤物細無
聲」，較少受到公眾注意，卻已在社會上撒下了
無數藝術種子，而一個城市的文化藝術底蘊，
要通過長時間培養、積累，才能建立起來，須
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耕耘。
曾局長直言，多年努力下，香港在學校教育

方面，已建立起多元化的藝術教育系統。在社
區方面，政府也沒有忽視。康文署之下設有觀
眾拓展辦事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和音樂事務
處，專門進行到社區推廣藝術、培養人才、拓
展觀眾的工作，目的是把文化藝術融入社區，
提高市民大眾的藝術鑑賞力，尤其是鼓勵青少
年終身熱愛藝術。

觀眾拓展辦事處穿針引線
觀眾拓展辦事處的工作既面向社區，也面向

學校，在社會藝術活動與學校之間穿針引線。

10/11學年就舉辦了109項專為學生而設的藝術
教育及欣賞活動。他們又與本地專業藝團合
作，到學校推行演出導賞、工作坊等，不但讓
學生觀賞演出，還登台演出。辦事處又挑選了
22個藝團及藝術工作者，舉行「社區文化大使
計劃」，合作把藝術引進社區；同時挑選了18個
粵劇團舉行「社區粵劇巡禮」，為粵劇新秀和業
餘粵劇團提供表演機會。
藝術推廣辦事處的工作是舉辦全港性的社區

藝術和公眾藝術活動，如「藝遊鄰里計劃」在
全港各區展示優秀藝術家的最新作品，又舉辦
「公園換新裝」及「藝聚政府大樓」等計劃，把
藝術品帶到日常環境和公共空間。
音樂事務處是培育年輕一代音樂文化的搖

籃，10/11年度約有8,400人接受由該處提供的樂
器訓練。它以可負擔的收費為6至23歲的青少年
提供樂器及合奏音樂訓練班，同時透過舉辦樂
團訓練、交流團和外展活動，向市民推廣普及
音樂教育。事務處成立了16個青年樂團，它舉
辦的國際青年音樂交流活動、周年音樂營等，
已贏得相當大的國際聲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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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小圖)指出，康文署轄下3個辦事
處：觀眾拓展辦事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和
音樂事務處的努力，均「潤物細無聲」。
圖為音樂事務處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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