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於2008年4月
撥款3億元設立兒童發展基金，促進10歲至16歲弱勢社
群兒童的長遠發展，從而減少跨代貧窮，至今已推出3
批合共40個基金計劃，超過4,000名兒童受惠。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在網誌透露，當局委託香港理工大
學進行的追蹤研究，肯定了基金計劃的3個主要元素—
即個人發展規劃、師友配對和目標儲蓄計劃—有助實
踐基金目標。特區政府計劃就未來批次的計劃推行多項
改善措施，以期兒童發展基金能更好和更穩紮地幫助弱
勢社群兒童的長遠發展。

40計劃5年惠4,000童

張建宗昨日在其網誌撰文，介紹兒童發展基金的最新
進展。他說，基金至今已推出3批合共40個基金計劃，
超過4,000名兒童受惠，包括了109名少數族裔兒童、113
名殘疾兒童，及一些居於板間房的兒童。在參加首批和
第二批計劃的728名和1,464名兒童中，分別有721名
（99%）及1,441名（98.4%）成功完成為期2年的目標儲
蓄計劃。
目前，參加第二批目標儲蓄計劃的兒童正在實踐其個

人發展規劃，他們選擇主要與教育、技能提升，以及職業訓練有
關，例如學習語文、參加遊學團、報讀音樂或電腦課程等。

當局委託理大追蹤研究

張建宗表示，當局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為顧問， 就計劃進行
追蹤研究，以評估首批計劃的成效。該項研究已於2012年年底完
成，並肯定了基金計劃的3個主要元素—即個人發展規劃、師友
配對和目標儲蓄計劃—有助實踐基金目標。
具體而言，顧問認為基金有助營造有利條件，幫助參加兒童減

少跨代貧窮。進行個人發展規劃，可促使參加兒童為日後個人發
展作出較長遠的規劃。他們對學業表現亦有較高的期望、違規行
為較少，以及在時間管理方面表現較佳。更重要的是，參加兒童
透過師友配對計劃，可接觸到家庭未能提供的環境和機會，藉此
擴闊他們的社交網絡。參加兒童在累積儲蓄和實踐個人發展規劃
的過程中亦會有所得益，為日後個人和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培訓撥款增至2萬元

張建宗說，過去幾年出席了多個計劃的起動禮和畢業禮，親眼
見證很多位原本缺乏自信的少年人，像破繭的蝴蝶般在台上或翩
翩起舞、或娓娓道來，分享他們的成長，並真情訴說，一人一位
的友師如何與他們「同行」，開啟他們的眼界；滋潤了他們的心
靈。很多本身學識不高的家長也由衷感謝友師給他們的支援。
顧問認為友師培訓對基金計劃的發展十分重要；亦建議為家長

/監護人加強培訓，以助他們更好地支持其子女實踐個人發展規
劃。就此，勞福局將會把培訓撥款由每名參加兒童15,000元增加
三分之一至20,000元。顧問還提出了一系列有用的建議，協助當
局改善計劃的推行。在考慮過顧問的建議、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
員會委員的意見，以及推行基金首三批計劃所取得的實際經驗
後，勞福局計劃就未來批次的計劃推行多項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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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波連環招長短期優化海濱
短租設摩天輪寵物公園 長遠建「飛躍啟德樂園」

殘疾人資助金
團體批審查過嚴

曾德成讚青年 活用社企圓創業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港府去年向關愛基金注資1億
元，以津貼殘疾人士及基層市民的生活開支。嚴重殘疾人士關愛
小組批評，關愛基金存在眾多「魔鬼細節」對給予資助的殘疾人
士審查過嚴，資助金額亦不足，建議政府提高資助金額，放寬受
助人的入息及資產審查，以及取消年齡限制等。
嚴重殘疾人士關愛小組昨日指，嚴重傷殘程度、合資格申領關

愛基金的人士，每月花費在醫療、護理和照顧上的基本開支平均
約1萬至1.5萬元不等，但關愛基金的津貼只提供最多不超過兩
年，每月最多大約7,500元的資助。小組認為，關愛基金對受助
人入息及資產審查嚴格，又規定超過60歲的殘疾人士不能申領的
限制，但資助的金額卻不足。
小組指，政府的資助措施只是「杯水車薪」，認為政府有責任

提高資助金額。小組促請政府取消年齡限制，又建議放寬入息審
查，以及免除受助人的資產審查，政府應將關愛資助方案加以優
化及恆常化，成為專門針對嚴重殘疾人士的扶貧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見圖)昨日在
其網上專欄撰文，介紹特區政府為香

港中文大學提供資助，舉辦的「香港
社會企業挑戰賽」商業計劃書撰寫比
賽，鼓勵青年人發揮無限創意，運用
企業經營模式解決社會問題，部分參
賽者成功將計劃付諸實行，所提供的
服務和產品都別出心裁，甚至令人意
想不到，如將狗毛編織成裝飾品、汽
車廢棄零件製成高級傢具等。「今
天，社企不僅可以扶助弱勢社群，也
是不少人的創業夢工場」。

鼓勵更多年輕人關注社會

曾德成昨日在網上專欄《局長隨筆》
中〈創業夢工場〉為題撰文指，為向
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特區政府自
2007年起為中大提供資助，舉辦「香
港社會企業挑戰賽」商業計劃書撰寫
比賽，鼓勵青年人發揮無限創意，運
用企業經營模式解決社會問題。這些

年來，參與計劃書撰寫比賽的學生人
數不斷增加，至今已吸引了接近4,000
名，參賽資格亦已由大專院校畢業
生，擴闊至過去3年內畢業於大專院
校的人士，希望鼓勵更多年輕一代關
注社會事務和發揮創意。

蒐狗毛織飾品顯創意

曾德成說：「令人欣喜的是，部分
參賽者成功將計劃付諸實行，其中一
些至今仍在營運。這些企業提供的服
務和產品都別出心裁，甚至令人意想
不到。例如其中一支參賽隊伍成立了
一間社企，專門收集寵物美容店和動
物收容所的狗毛，升級改造成有機紗
線，再製成飾品和家居用品。每個產
品都窩心地附有一張卡紙，上面印有
一個有關流浪狗的故事和照片，讓大
眾更關注動物權益。」

他續介紹道，年輕人越來越重視環
保，故不少社企都以售賣別出心裁的
環保產品為主，如其中一隊以「一條
龍」方式處理廚餘，一方面向本港餐
飲集團、市民及拾荒者收集廚餘，一
方面引入台灣自然農法技術，將收集
得來的廚餘以生物分解轉化為有機肥
料及各種飼料，供給本港的有機農
田、園藝公司、豬農、雞農及淡水漁
業使用。也有社企透過回收舊報紙、
橫額等城市廢料，再設計、製作成各
種環保產品。有社企則回收剩餘的建
築物料再轉予中學生，讓他們發揮藝
術創意，同時減輕堆填區的負荷及延
長物料的壽命。
曾德成說：「由傳統走向創新，由

社福機構主導走向年輕人當家作主，
社企就在不斷的摸索、變革中茁壯成
長、壯大。」

陳茂波昨日在網上專欄《局長隨筆》
中指出，維港是香港的珍貴天然

資源，是屬於市民的寶貴財產。「它
見證 香港由昔日一個小漁村發展成
為今天國際大都會的每一步。市民珍
惜和重視維港，亦希望在保護它的同
時，能隨意直達港畔，享受令人心曠
神怡的休憩空間和海濱景致。我們明
白市民的期望，正努力在維港兩岸建
造更富吸引力和朝氣蓬勃的海濱，更
好配合維港作為美麗香港的象徵。」

維港多個項目相繼落成

他說，配合啟德郵輪碼頭於今年中
正式開幕，啟德發展區內的跑道公園
第一期會逐步開放，連同明年完工的
觀塘海濱長廊第二期，整個啟德發展
計劃將有約11公里的海濱長廊供市民
享用，標誌 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大型
優化海濱工程又向前邁進一步。
近年，維港兩岸已有多個短期優化

海濱項目完工，並開放給市民享用，
包括觀塘海濱花園第一期、紅磡海濱
花園、中西區海濱長廊上環段和中環
段、中環九號和十號碼頭前面的休憩
用地和 魚涌海濱花園等。未來數
年，發展局將大力推展多項大型的優

化海濱項目。

中環新海濱拓20公頃填海地

陳茂波介紹說，除啟德發展區內的
海濱長廊外，當局亦將：一、在啟德
發展區前機場跑道末端，建造一個利
用啟德獨特的航空、航海及運輸背景
的樂園—「飛躍啟德」；二、根據
《紅磡地區研究》的建議，在國際郵件
中心和港鐵貨運場的臨海土地，發展
一個集合多種旅遊設施和景點的海濱
區；及三、在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完成
後，根據「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的規劃，逐步發展中環新海濱約20公
頃的填海土地。
他指出，在中環新海濱長遠發展落

實之前，為了令市民可充分利用臨海
用地，當局今年會將部分臨海用地分
別以短期租約形式租出，提供摩天輪
等遊樂設施和為各種大型活動提供臨
時場地，部分用地並會建造以簡約設
計為主的臨時休憩用地和寵物公園。
「這些臨時用途已得到中西區區議會及
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支持，預期可於年
內陸續落實，為我們的海濱增添不少
活力」。

將成立專責海濱管理局

同時，特區政府歡迎海濱事務委員
會的建議，成立專責和法定的「海濱
管理局」，務求以新思維和更靈活的管
理模式，全面推動海濱發展。發展局
會聯同委員會就有關建議於今年內展
開公眾參與活動。「倘獲得公眾支
持，政府會開展立法工作，並在財政
上予以配合，為建設一個屬於全港市
民的美麗維港海濱跨出重要的一步。
我期望市民在公眾參與期間踴躍發表
意見，為未來海濱發展出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未來數年將大力推展多項

大型的優化海濱項目。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小圖)昨日在網上專欄撰

文透露，在中環新海濱長遠發展落實前，當局會將部分臨海用地分

別以短期租約形式租出，提供摩天輪等遊樂設施和為各種大型活動

提供臨時場地，部分用地則會建造以簡約設計為主的臨時休憩用地

和寵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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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海濱道。

■建設中的香港中區灣仔填海工程。

■為減少跨代貧窮，政府於2008年撥款3億元設立兒童

發展基金。圖為張建宗探訪馬鞍山青少年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