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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為配合其「地區問題
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施政理念，特首梁振
英在施政報告宣布在深水埗及元朗兩區推行「先導計
劃」。據了解，沙田區會決定自發響應「先導計
劃」，率先在地區管理委員會試行改革，由以往的
「流水式」匯報事務，改為聚焦性討論專項議題，希
望加快「先導計劃」試行進度，盡快在18區全面推
行。
地區管理委員會約2個月舉行一次，由民政事務專
員、區議會正副主席、區議會各小組委員會主席、各
政府部門首長代表及相關政府部門代表組成，定期召
開作地區工作匯報。為積極協助區議會有效執行職
務，施政報告宣布於深水埗及元朗推行「先導計
劃」，提升民政事務專員於地區管理委員會的決策
權，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

加快試行進度 18區速推
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在深水埗及元朗

兩區推行「先導計劃」，賦予擔任地區管理委員會主
席的民政事務專員決策權，兩區並分別獲撥500萬元。
有個別地區，包括沙田區等決定自發響應「先導計
劃」，希望加快「先導計劃」試行進度，盡快在18區
全面推行。

「流水式」匯報改聚焦討論
據了解，沙田於上周五（3月7日)舉行地區管理委員
會，已率先在地區管理委員會試行改革。由以往的
「流水式」匯報事務，改為聚焦性討論專項議題。沙
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證實，地區管
理委員會日前和相關政府部門的首長，深入討論宣傳

橫額的違規監管問題，「由於過往是由承辦商負責拆
除及處理違規監宣傳橫額，與地區團體無商無量，衍
生很多爭議，我們希望地政總署能夠改善」。
他續說，北區學額問題緊張，令沙田居民擔心區內

學額問題，但教育局並無「區本數據」，僅有區內新
來港學生數字，他們希望在改革後，未來可以在地區
管理委員會上詳細討論有關問題。

梁志祥：500萬「杯水車薪」須善用
將獲撥500萬元、增撥人手和資源以推行改革的元朗

區，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說，元朗區
議會暫時未有具體討論如何改革，現正諮詢地區意
見，包括地區行政優先處理項目，並相信下次區議會
將有具體意見。
被問到有其他地區響應推行「先導計劃」，梁志祥

表示，他不清楚有關的詳情，但直言500萬元只是「杯
水車薪」，地區定會務實善用資源推行計劃，「很多
地區管理涉及政府部門的內部資源，比如小販管理隊
主要集中人力資源等，我們稍後再詳細研究資源調
配」。

沙田響應「先導」改革地管會匯報

財爺：忽視財赤預警想法極錯
冀社會知危機迫近 不容港現結構性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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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維寶）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年初訪問了194名基層人
士，當中有63.7%於過去3個月出外用膳
少於3次，62.4%於過去1個月少於3次離
開居住本區參與跨區活動。機構傳訊及市
場拓展經理吳家達指出，社交不足有機會
令基層家庭處於隱蔽狀態，建議社會各界
向他們提供更多服務，並舉辦更多元化活
動，助他們走出社區。

63.7%過去3個月「外膳」不足3次
面對百物騰貴，基層市民在解決食住等必要開支

後，其他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往往變得可有可無。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本年1月至2月期間進行了一項
「經濟狀況對基層家庭社交生活影響調查」，收集到
194份來自貧窮線以下家庭的問卷。其中有63.7%受訪
者於過去3個月出外用膳少於3次，62.4%於過去1個
月少於3次離開居住本區參與跨區活動，亦有42.8%於
過去1年或以上未有離港或從未離開香港。
吳家達表示，對基層家庭來說，一般市民平常不過

的社交活動，例如出外和朋友吃一頓飯，也成為了一
種奢侈。由於親友間的社交活動不頻繁，慢慢形成一
種社交隔離，甚至變得隱蔽，亦會影響他們的人際支
援網絡，增加心理壓力及造成個人形象低落。吳家達
建議各界可為他們舉辦更多元化活動，藉此增加他們
的社群接觸及學習機會。

乳癌年輕化 新症20年升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乳癌患者有年輕化

趨勢，乳癌基金創會人張淑儀表示，近年本港每年有
3,400多宗乳癌新症，為20年前的3倍，增幅是眾癌症
之最，亦成為第三位癌症殺手，由每24人中有一人患
乳癌，增至現時每17人中便有1人為患者；而死亡率
亦有增加，每天有約1.5人死於乳癌。

張淑儀促港府推全民普查
張淑儀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年逾50歲的女性，只

要每2年進行1次定期檢查，便能在乳癌早期發現，醫
治成功率相對較高，死亡率較沒有進行檢查的低25%
至30%。現時台灣提供全民免費普查，而新加坡亦會
資助檢查，內地亦有子宮頸癌及乳癌的「兩癌普
檢」，張淑儀建議港府推行全民普查。
張淑儀補充，每星期運動不足3小時、沒有餵哺母
乳、生活壓力及肥胖，均為患乳癌的高危因素，而很
多婦女對乳癌認知不足，即使發現症狀，如有硬塊但
沒有出現痛症，就不去求醫。她建議女士如屬於高風
險人士，例如家族有病史，或曾接受淋巴電療，應定
期進行檢查。
張淑儀又指，根據乳癌資料庫的數據顯示，低收入家

庭或知識水平較低的人士，較少人定期進行檢查，亦有
發現硬塊卻不去處理，故往往發現乳癌已為較晚期，故
乳癌基金會集中資源在黃大仙、深水埗、屯門、觀塘及
葵青等人均收入較低的地區，進行教育及宣傳。現時乳
癌基金獲賽馬會資助，為低收入家庭人士提供免費檢
查，而一般收入家庭亦只需800元便可以進行檢查。

23醫院將裝系統追蹤手術儀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雅艷）公立醫院存備數

以萬計手術儀器以處理每日多宗急症及預約手
術。醫管局在去年3月起，先後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瑪麗醫院及聯合醫院等5間醫院引入自行開
發的手術儀器追蹤系統，電腦化處理手術儀器追
蹤及管理程序，以提高病人使用儀器的安全性、
穩定性，及儀器的使用率及質素。醫管局擬於
2016年第一季，為全港23間設有手術室的醫院添
置此系統。

去年5院推行 清單電腦化
醫管局於2012年第三季自行開發手術儀器追蹤
系統，把手術儀器清單電腦化，取代過往以紙張

記錄手術儀器資料的方法。局方於去年3月起，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瑪麗醫院、聯合醫院、東區
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
醫院推行有關系統。
以威爾斯親王醫院為例，院內共存放1,270多

枱手術儀器，合共約3萬件儀器。醫院無菌物品
供應部病房經理唐展業指，醫院平均每月需使用
200多枱手術儀器及597件獨立手術儀器，故儀器
稍有損失，即可影響手術流程，甚或需取消手
術。
手術儀器追蹤系統儲存手術儀器清單、編排儀器

供應、提示需要追趕儀器、提示儀器次數、收集相
關儀器處理流程資料。手術器具盤、手術儀器及消

毒包的消毒處理、收集、庫存以至運送到手術室的
整個流程均有記錄，負責人員需在每個流程進行條
碼及無線射頻識別記錄。「由於系統可顯示儀器的
圖像，故人員可檢查儀器的部件有否缺損，其點算
儀器的時間亦因而減少30%」。

醫局擬2016年23院添置
唐展業舉例，若有曾進行手術的病人感染瘋牛

症等傳統消毒方法不能完全滅菌的疾病，院方必
須追蹤病人曾使用過的所有儀器，「只要輸入病
人手術的編號，系統隨即可列出病人曾使用的手
術儀器編號。而該套儀器其後使用在哪些病人身
上，亦可查閱到，醫護人員便可即時作出相關防
疫措施」。
醫管局目標在2016年第一季為全港23間設有

手術室的醫院添置此手術儀器追蹤系統。
■醫管局開發手術儀器追蹤系統，把手術儀器清單電腦化，取代過往以紙
張記錄手術儀器資料的方法。 劉雅艷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上周一公布了工作報告，提出

香港將面對結構性赤字的預警及建議，引起社會熱烈討論，有不少人批評預警是危言聳

聽、不切實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反駁指，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又希望政府

和社會知道危機迫近，採取措施令這個「自我擊敗的預言」落空。他又在電台節目上強

調，自己不會容許香港出現結構性財赤。

陳茂波：建屋工程多 成本升須克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政府預計，未來數年

的政府基本工程開支將達每年平均逾700億元。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撰文解釋，基本工程開支超支有
多種因素，包括工資和材料脹價、法律挑戰等一些無法
預計的情況導致工程延誤。陳茂波強調，未來的基建工
程量龐大，包括要落實10年建屋目標及其他主要工
程，因此必須要克服由上述因素導致成本上升的挑戰。

大型基建易受經濟周期影響
陳茂波昨日以＜推展基本工程計劃的挑戰＞為題，
在網誌撰文解釋基本工程開支超支的原因。他說，工
人工資和材料價格在過去幾年均出現顯著升幅，兩者
由2009年至今均上升了逾三成，令工程費用的增幅達
27%； 基建工程亦會因法律挑戰、公眾諮詢期延長等
無法預計的情況而致延誤；大型基建項目興建年期較
長，容易受到經濟周期影響，項目亦往往須經歷多次

在規模和要求上的改動，預算亦因而多次修改。
他強調，政府在未來要落實10年建屋目標和其他主

要工程項目，包括新界東北和洪水橋的新發展區、東涌
新市鎮擴展計劃等，加上公營機構工程和維修保養工程
等，工程量可謂十分龐大。因此，政府必須繼續探討更
多措施以提高基建工程的成本效益，並克服由此而來的
建造業人手和工程價格上升方面的挑戰，推動經濟和社
會的發展、創造就業和改善大家的生活環境。

10%甲級工程申追加撥款210億
另外，最近政府就一些工程項目向立法會申請追加

撥款，引發議會和社會關注到政府對基本工程項目開
支預測的準確性。陳茂波表示，政府由2003/04年至
2012/13年10個年度共進行600個甲級工程項目，核
准預算總額為6,200億元；當中有70個需要向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申請追加撥款，所涉追加款額為210億

元。即約有十分之一項
目需要增加預算，而相
關的金額佔核准預算總
額約3.4%。
至於已完工的工程項

目方面，2003/04年至
2007/08 年期間有 330
個，原核准預算總額為
920億元。雖然當中有
14個項目需要追加合
共 80億元的撥款，但
其他項目有餘額並足以彌補這些追加撥款，結果330
個項目的總開支為870億元；不僅沒有超支，反而較
核准預算有約50億元餘額。陳茂波認為，這反映工務
部門在工程預算方面相當可靠，在開支控制方面的能
力亦算不俗。

曾德成盼財案撥款順利惠多元文化

對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指，香港於7年至15年
內或會出現結構性財赤，曾俊華昨日在電台節目

《給香港的信》上表示，自已不會容許香港出現結構
性財赤。

以航機防撞系統為題撰文
他在網誌又以〈防撞預警系統〉為題，逐一反駁社
會上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報告的批評。他指，若有人
覺得小組假設政府在未來20年至30年的政策不變是
不切實際，進而不理，是非常錯誤的想法。他以飛機
上的防撞預警系統作比喻，指民航機發出預警時都假
設機長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沒有人會認為可以不理
預警。
對於有人發現改用其他年度為基數，收入增長較開
支快，認定小組推算的結論，只有在1997/1998年度為
起點才成立。曾俊華稱，雖然這個觀察正確，但推論是

錯誤的，因為小組不是輕率地把收支趨勢線作直線預
測，而是分拆收支的主要組成分項，逐項分析，故即使
改用其他年份為起點，也會得出結構性財赤的結論。

龜兔賽跑喻開支超越收入
他特別以龜兔賽跑作比喻，指烏龜是收入，白兔是

開支，就算白兔一直貪睡，讓烏龜先行，只要白兔這
一刻不再睡覺，無論烏龜領先多遠，白兔都會超越烏
龜，就如開支遲早會超越收入。除非有人證明未來經
濟的正面因素，可以令實質經濟增長提高至每年平均
5.4%，即較小組預測的平均2.8%高出2.6%，而且維
持 20 年，否則結構性財赤結論仍然會出現。
網誌又提到有朋友批評曾俊華只講儲蓄，不講投資
基建。曾俊華反駁指，最近6年的基建投資由每年約
200億元，大幅上升至每年700多億元，他又強調報告
結論不代表政府要「閂水喉」，各政策局依然會推出

利民政策和基建。至於財政儲備的投資，曾俊華認為
在不影響港元穩定的前提下，適當地提高儲備的投資
回報，既可增加政府收入，又不會如加稅般削弱競爭
力，值得深入研究。
曾俊華最後以三「不」作總結，指推算不是直線預
測，動態因素不影響結論，預警不能忽視。他說，理
解大家知道政府有豐厚的儲備，因此對小組的結論有
較大的落差，未必能夠即時消化。他指，政府會繼續
講解的工作，令大家了解到若未來開支增長持續高於
收入增長，盈餘會逐年減少，數年間便會變成赤字，
然後赤字會不斷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撰文，談及財政司
司長發表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分別投放公
共資源在青年發展、文化設施及體育康樂方
面，造福青少年以至各界市民。他說，遵循
法定程序，這些撥款須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通過，期望過程順利。
曾德成表示，財政預算案和施政報告均以

培育下一代為重點，民政事務局為回應施政
報告的建議，會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各社區
團體緊密合作，提倡多元卓越文化。當局又
將會配合增加投放資源，從多方面促進青年
發展，包括倍增對制服團體和相關非政府機
構的恆常資助、提高對「需支援學生隊員資

助計劃」的撥款等，預計2014/15年度較
2013/14年度的修訂預算會增加8,565萬元，
增幅逾七成。
曾德成指，政府希望青年能朝「多元出路」

的方向發展，當局為此特別建議成立１億元的
獎學金，以全額資助模式，鼓勵大學及專上院
校由2015/16學年起，每年取錄共約20名在體
育、藝術、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本地
學生。
對於有志在文化藝術領域發展的青少年，

政府亦會於2014/15財政年度，對香港演藝
學院、香港藝術發展局及主要演藝團體的資
助金，較2013/14年度的修訂預算增6,950
萬元，增幅達一成，當中為藝發局提供的資

助將增加至1億2,800多萬元，增幅為35%，
以針對性地增加對中小型藝團及藝術家的資
助。至於培育藝術行政人才方面，政府已制
訂了實習和培訓計劃，由2013/14年起額外
撥款1億5,000萬元，5年內為不同資歷的藝
術行政人員提供超過600個新的培訓名額。

藝術館將修繕擴建
曾德成又說，香港藝術館將進行大規模的

修繕及擴建工程；除了改善觀眾服務設施，
亦會增建新的展廳，展示本地藝術家的創
作。他指，若項目順利獲得撥款，工程預計
於2014年底展開。至於當局籌劃在牛頭角興
建的跨區社區文化中心，包括約1,200個座
位的演藝廳及約550個座位的劇場，也計劃
於2014/15年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如獲通
過，工程將於2015年動工。■曾德成。 資料圖片

■陳茂波 資料圖片

■■曾俊華曾俊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沙田區會決定自發響應「先導計劃」，率先在地區
管理委員會試行改革。圖為香港舊區一景。 資料圖片

■吳家達指出，社交不足有機會令基層家
庭處於隱蔽狀態。 王維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