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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設基金
保新光「永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新光戲院屹立北角

近40年，昨日原為「死期」，幸在「行刑」前夕，獲劇

團承租續辦，又一次逃過結業厄運。一直爭取保留新

光戲院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潘佩璆均認為，

為免新光每隔數年便要「續命」，新一屆特區政府應成

立支持本土傳統文化藝術發展基金，供藝術團體申請

資助。長遠而言，他們認為，當局要訂立協助本土文

化藝術政策，推動本土文化藝術發展。

隨 劇團「盛世天」與業主達成租
務協議，以月租100萬元，簽訂4

年新租約後，新光戲院得以「逃出生
天」。新光戲院將關閉1個月，進行翻
新工程，擇日重開再見戲迷。一批原
定昨日聚首新光緬懷一番的戲迷，把
告別活動改為慶祝「復活」嘉年華，
載歌載舞，歡呼聲不絕。

王潘穿戲服 與市民同慶
協助新光戲院爭取續約的王國興及

潘佩璆，昨日更「粉墨登場」，穿上戲

服，帶領20多名市民巡遊慶祝，沿英
皇街、北角道、春秧街，圍繞新光戲
院巡遊一周。

港人「集體回憶」 戲迷盼延續
有戲迷原以為昨日是新光「死

期」，豈料「白事」變「紅事」，驚喜
萬分。自小喜愛看粵劇的黃婆婆認
為，新光戲院給予港人難忘回憶：
「好開心！新光戲院是香港人難忘集
體回憶，我年輕時在這裡拍拖。結婚
後，我跟老爺奶奶來看戲。現在，孫

兒陪我來新光看大戲，好想一代代延
續下去！」

只要不結業 加價不礙事
有市民希望，戲院能改善設施，吸

引青年入場。由於新租約加租43%，
營運商不排除調整票價。不少戲迷表
示，相比結業，加價是小問題，只要
加幅溫和，他們樂於接受及理解。

盼成粵劇永久表演場地
戲迷鍾伯伯認為，新光戲院是香港

粵劇文化標誌，樂見戲院得以保留。
他更希望，特區政府長遠能在附近選
址，作為永久粵劇表演場地，令粵劇
團體不用每隔數年，面臨無場地表演
之苦。
王國興高興新光戲院得以「續命」

之餘，也對特區政府在保育粵劇文化
上的支援不足感到失望，要求未來特
首及新一屆政府成立有關發展基金，
讓藝術團體申請資助，並訂立協助本
土文化藝術政策，保育並推動本土文
化藝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自由黨10多
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
反對現階段讓內地人自駕遊南
下。同時，該黨贊成特區政府
盡快落實香港人車輛北上自駕
遊。
該黨認為，特區政府先評估

首階段自駕遊成效，即讓港人
駕車北上，才考慮推行第二階
段，讓內地居民自駕南下。

劉健儀：先釋港人疑慮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聯同多名

黨員，昨日與一批運輸業代表
請願。劉健儀表示，該黨認
為，不應一刀切反對自駕遊，
「不應『剝削』香港司機北上
權利」，但特區政府推行第二

階段，即內地車輛自駕來港
前，要先消除港人疑慮，「雙
方不一定對等」。
她說：「不需要對等，也不

需要是必然有的掛 。因為內
地與香港情況截然不同，真的
可以搞定，或是提供一些措
施，令巿民疑慮消除，才可以
考慮第二階段。若（疑慮）未
消除。就不可以推行。對不起
了，只可以北上，不能南
下」。
出席的車主代表羅少雄支持

予港人北上自駕遊：「為何不
讓我們（車主）有權利駕車北
上呢？因為上面（內地）路
闊，旅遊點又多，絕對可以促
進我們經濟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特首選舉參選人何俊仁，在出席
一個討論「中港矛盾」的街頭論壇
時，被數十名「人民力量」成員包圍
並以粗口指罵，批評民主黨不支持派
錢，要求他「回水8,000元」。由於場
面混亂，主辦論壇的公民黨報警，勞
煩近40名警員護送何俊仁離開。何俊
仁稱，該批「人民力量」成員所為，
已威脅言論自由及香港核心價值，必
須受譴責。

遇數十人包圍 論壇腰斬

煽動內地與香港矛盾的民主黨及公
民黨終自食其果。公民黨昨日旺角行
人專用區舉行一個討論所謂「中港矛
盾」的論壇，邀請何俊仁出席，碰上
了同樣在該處舉行論壇，要求政府
「派錢」的「人民力量」成員，數名
「人民力量」成員即場高舉示威紙板
並高聲指責對方不支持政府派錢。
示威最初尚算和平，但其後數十名

「人民力量」在論壇開始約1小時後包
圍了論壇現場並以粗言指罵何俊仁，
批評民主黨及公民黨支持財政預算
案，「只向大財團派錢，對N無人士

沒有任何益處」，並要求何俊仁「回
水8,000元」。
現場有部分「人民力量」成員與主

辦是次論壇的公民黨黨員互相推撞，
場面混亂，論壇被迫中斷，公民黨有
報警求助。最後，近40名警員到場護
送何俊仁離開。不過，由於的士無法
駛入行人專用區，故一行人要走一大
段路到一商場門外方能登上的士，沿
途該批示威者繼續指罵何俊仁。在何
俊仁上的士後，有示威者不斷拍打的
士門，大罵他浪費警力，有人更坐在
何俊仁所乘坐的士前阻止他離開，數

名警員將之搬走。最後，約30名警方
手拖手圍 何俊仁的士為他開路，他
方能離開。
是次論壇的主辦者、公民黨九龍西

支部主席毛孟靜稱，自己在混亂期間
被示威者「踩了一腳」，指該黨在旺
角行人專用區舉行論壇已經6年，這
次是首度因遇上示威而腰斬論壇。不
過，她就為「人民力量」的示威者辯
護稱，示威者只是言語「較為粗
俗」，並沒有動手，而且這是公眾地
方，任何人都可以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與內地居民
的交往，隨 經濟發展以至「個人遊」等政策措施
而加快，令兩地文化相異而衍生的問題更為突顯。
多個政黨及團體昨日就舉行遊行或簽名運動，反對
即將推行的粵港「自駕遊」試驗計劃的第一階段。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撰文，指香港人決不可以

偏概全看待事物，並強調港人推崇的獅子山精神
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同舟共濟、平等待人，它的前
提是要有包容之心、存異求同。「我們決不可以從
獅子山走了下來，而掉失去艱苦換來的核心價
值」。

反對派團體遊行反自駕遊
民間團體「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及「土

地正義聯盟」，聯同部分反對派政黨於昨日在銅鑼
灣發起遊行，要求擱置「自駕遊」，「保護港人生
命健康」，警方指最高峰時約800人。公民黨亦聯同
「香港單車同盟」舉行單車巡遊及簽名運動，聲稱

「自駕遊」會「危害路人生命安全、加劇污染危害
健康及擔憂成『雙非直通車』」。

自駕遊第二階段時間未定
運輸及房屋局在回應時重申，當局了解香港社

會對試驗計劃非常關注，尤其是第二階段讓內地
私家車來港的安排，並強調粵港兩地政府會在第
一階段試驗計劃落實一段時間，並暢順運行後，
才會研究第二階段的具體安排，現時未有具體推
行時間。
就近期「個人遊」及「自駕遊」所引起的爭議，

曾德成昨日在其網上專欄《局長隨筆》，以「內地
遊客之量變與質變」為題，坦言香港傳媒早年常以
部分內地遊客在港的「不文明」行為作話題，如愛
蹲不愛站，隨便吐痰、扔垃圾等，但內地遊客近年
在「量變」—人數急增，花錢闊綽驚人等的同
時，也出現了「質變」。
他舉例說，有朋友告訴他在尖東那邊走到海濱花

園，身邊有極多的內地遊客，但沿途都找不到垃
圾，「到很遠才終於發現地面有一片紙巾，不知是
甚麼人丟棄的」。
他另一位年紀不算很大，但一頭白髮的朋友，到

內地旅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在北京坐地鐵、巴
士時，總有年輕人給他讓座，「讓他頗覺困擾。在
香港則難有這樣的『禮遇』」。

將推電視片宣揚包容尊重
曾德成說，「境由心生」，樂觀人士每每看到彩

虹，而悲觀者只見烏雲密布，又形容大千世界，豐
富多彩，「我們決不可以偏概全看待事物，以個別
事例概括700萬人固然不當，用來概括13億人，偏
差就更大了」，「我們希望促進本地市民與新來港
人士以至訪客的和諧，就要兩方面都做工夫」，又
指公民教育委員會近期推出電視短片，宣揚包容與
關愛、尊重與欣賞，引導大家正確對待不同文化之
間的接觸、碰撞、滲透與交融。

自由黨撐自駕北上反對南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麗珠）關
愛基金去年底推出「學前兒童康復服
務」項目，為0歲至6歲患有殘障、學
習困難、過度活躍症等兒童，在輪候
資助服務期間，提供每月最多2,500元
資助享用其他社福機構的學前訓練，
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資助期最長12
個月。該項目將於本月底截止申請，
有提供服務的機構現尚餘小量名額，
呼籲有需要的家庭盡快申請。有家長
表示，接受訓練後幼童的專注力提
升，行為問題得以改善。
香港患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兒童趨

升，香港耀能協會服務總主任黎鄭東
玲表示，近年向協會求助的家庭增
加，但輪候資助學習訓練服務大排長

龍，平均輪候時間達10個月至14個
月，一般以3歲至5歲的兒童居多。社
署資料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各類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總名額增至6,000
多個，輪候人數則約有5,600人，但個
別服務供求較緊張。現時共有18間認
可機構參與關愛基金「學前兒童康復
服務」項目。
黎鄭東玲指出，若沒有資助，協會

每節康復學習訓練收費為650元，即
使獲家庭服務中心資助的低收入家庭
也要付150元，不少基層家庭因費用
昂貴，使用服務一段短時間後便放
棄。她表示，關愛基金去年底公布為
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
習訓練津貼，能減輕有需要家庭的負

擔。

月津2,500元 最長達1年
關愛基金的「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每月津貼2,500元，申請者須在去年11
月30日或之前已申請並正在輪候資助
學前康復服務，並且通過家庭入息審
查，最長資助期為12個月，有需要家
庭須於本月底前遞交申請表。

4歲活躍童 受訓變淑女
現年4歲就讀幼稚園1年班的晴晴，

2歲多時被學校投訴紀律有問題，經
常搶玩具、不守規矩，還試過咬同
學，後來證實她患有過度活躍症。在
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轉介和資助

下，晴晴去年10月起接受學習訓練。
負責照顧的姑媽鄭女士表示，現時晴
晴減少發脾氣，專注力提升，較以前
有禮貌。鄭女士表示，訓練費用昂
貴，若沒有津貼晴晴的家庭根本負擔
不起。現時晴晴在關愛基金資助下，
可以免費接受訓練1年，鄭女士期望
資助成為恆常項目。
社署回應說，當局須視乎項目成效

再決定是否延長或恆常化。

資助康復特殊幼童 關愛尚餘名額

何俊仁赴論壇 遭「人力」街頭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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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內地客「質變」曾德成籲港人包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私家醫院被指大

量接收「雙非」

孕婦，遭批評

「只顧賺錢」。

「反對內地孕婦來

港分娩」社交網

站群組成員，昨

日起輪流到全港

私院抗議，首站

是銅鑼灣聖保祿

醫院。抗議人士

不滿私院享用政

府低價撥地及免稅，卻忽視本港孕婦權益及需

要，集中接收「雙非」孕婦。抗議人士要求全

港私家醫院立刻停收「雙非」孕婦，並促請政

府盡快解決「雙非嬰」居留權問題。

批聖保祿醫院只顧賺錢
「反對銅臭私院第一擊」抗議行動由網民發

起，昨午7名成員率先在聖保祿醫院外，舉起標

語及高叫口號，抗議私院「只顧賺錢」，大量接

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但「雙非嬰」帶來

的「後遺症」，卻要香港納稅人承擔。群組成員

謝小姐表示，有網民反映，私院接收「雙非」

孕婦後，令本地孕婦輪候時間延長，接受服務

時間卻縮短；亦有人稱，私院與中介公司有聯

繫，令內地孕婦可獲優先安排預留床位產子。

她表示，「反對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群組已獲

10萬人「讚好」，要求政府盡快推出對策。

院方：與中介沒有關連
聖保祿醫院表示，理解有關團體訴求，重申

醫院主要服務對象是本港市民，會優先處理本

地孕婦產科床位預約需求。院方強調，與中介

公司沒有任何關連，若發現有中介公司在醫院

滋擾病人，或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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