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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導盲犬組織邀失明者「感受」副館助大眾了解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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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七次會議上周完結，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廣東省文化廳廳長方
健宏在會議結束後，共同簽署《粵港文化交流
合作發展規劃2014-2018》，落實全面跟進粵
港文化合作項目，目標是2018年兩地建立完
善演藝、展覽和培訓網路、文化創意產業協作
鏈，提升區域文化競爭力。

曾德成：續推各範疇人才合作
曾德成表示，民政事務局與廣東省文化廳自

建立合作機制後，已舉行15次合作會議，其
間透過有關平台落實文化合作項目，合作範疇
包括演藝人才交流、節目合作、文化資訊的相
互交流、文博合作、公共圖書館合作交流、非
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
他續指，粵港合作時均重視對人才的培育及交
流，如去年在香港舉行首屆粵港澳博物館專業
論壇，便有逾130名粵港澳業界代表出席，兩
地未來會繼續推進各範疇人才合作。

■記者 郭兆東

粵港盼2018年完善文化協作鏈
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
與署理廣東省氣象局局長
鄒建軍，上周四在廣州舉
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後，簽署《氣象科技合作
協議》，把粵港氣象技術
合作帶到新層次。通過簽
署《協議》，粵港深化氣
象合作，繼續開拓在數值
預報模式、天氣預報預
警、氣候變化研究、大氣
綜合探測等領域的廣泛交流，共同促
進兩地氣象事業的發展。
岑智明表示，粵港自上世紀80年代

初已開展氣象合作，共同建立自動氣
象站，加強氣象觀測，並每年舉行技
術交流活動。逾30年來，兩地在其他
領域陸續開展更深入的交流合作，在
氣象通信、天氣探測系統設置、資料
交換、氣象服務、人員培訓等方面取

得豐碩成果。他相信，通過簽署協
議，粵港將進一步提升兩地氣象科技
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為兩地民眾提供
更優質的氣象服務。天文台很高興與
廣東省氣象局共同推進相關的項目。
鄒建軍表示，粵港天氣相近，氣象方
面加強合作是共同所向，期望繼續深
化交流，提高粵港氣象服務水準。

■記者 郭兆東

粵港簽協議深化氣象合作

■香港天文台與廣東省氣象局簽署《氣象科技合
作協議》。

入境處10管制站 票選禮貌大使
入境處身處接

待旅客第一線，
以禮待人、給予
旅客良好第一印

象尤其重要。有見及此，入境
處上周五呼籲旅客參與該處年
度禮貌活動，於10個出入境管
制站投票給待客有禮的入境管
制人員。得票最多的入境管制
人員，將獲香港旅遊發展局委
任為「香港禮貌大使」。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活動將

於本月17日至23日舉行，鼓勵員工更注重
禮貌，為市民提供更優質服務，相信亦有助
推動本港旅遊業。發言人又指，如旅客認為
替他們提供出入境檢查服務的人員表現值得
嘉許，可即時投該人員一票。投票方法簡
單，只須向有關人員索取投票表格，並填妥
所需資料，包括旅客本人姓名、旅行證件或
香港身份證號碼、日期及獲投票人員姓名，

然後把表格投入櫃枱後面的票箱即可。

滿意「e-道」人員服務可投票
此外，「e-道」服務已在出入境管制站廣泛使

用，旅客如在使用「e-道時」認為有關人員在協
助旅客時服務可嘉，亦可投票。所有管制站會作
出相關宣傳，呼籲旅客踴躍投票。入境處指，得
票最多的入境管制人員，將獲香港旅遊發展局委
任為「香港禮貌大使」。 ■記者 郭兆東

■入境管制人員邀請旅客投票。

張建宗：規劃人口高齡化惠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早前出席「社會創新發明—家居空間大
改造設計比賽」啟動禮時，指政府高度重視長者福
祉，並致力為人口高齡化作出全面部署及規劃，務
求達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及「老有所
為」的目標。

社保安老醫療預算563億
張建宗又指，政府在2014/2015年度為長者提供

的社會保障、安老服務及醫療服務的預算總開支將
高達563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約18.3%。政府將
致力改善腦退化症患者、其家人及照顧者的生活，
包括提供「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及推行「改善
買位計劃」，讓41間長者地區中心增聘社工人
手，以加強服務、紓緩壓力。

護老培訓地區試驗常規化
同時，護老人士在支援體弱長者及腦退化症長
者方面，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港府已於
2007年推出「護老培訓地區試驗計劃」，並招募
完成培訓的學員提供護老服務。張建宗表示，當局
會把計劃常規化，亦會增撥資源，提升長者地區中
心對腦退化症長者及其護老者的支援服務。此外，
我們將運用關愛基金，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護老者
津貼試驗計劃。

鄧國威訪法援署 讚為基層尋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鄧國威早前在該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陪同下，
到訪法律援助署，了解該署工作，並與該署人員
會面。兩人首先與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及部門
首長級人員會面，欣悉署方致力確保所有合資格
接受法律援助的人士，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無
法尋求公義，並與法律界人士維持緊密合作及聯
繫，以提供高質素法律援助服務，作為本港法治
精神的基石。

續推電子資料管理措施
其後，鄧國威到訪政策及行政科轄下的法律及
管理支援組。該組主要為部門提供資訊科技及管
理支援、評定外委律師提交的訟費單、出席訟費
評定聆訊，以及負責處理強制執行判決訴訟程
序，就法援案件追討判定債項及訟費。法律援助
署將繼續推行電子資料管理措施，包括整合內容
管理及檔案管理系統。

法援範圍擴大 刑事費架構改善
接着，鄧國威前往申請及審查科，了解該科工

作。申請及審查科為申請人進行經濟審查及案情
審查，以評核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民事法律援助
的資格。鄧國威知悉在民政事務局指導下，該署
擴大了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
涵蓋範圍，納入更多類別的案件。
隨後，鄧國威參觀訴訟科轄下的刑事組及民事
訴訟第一組，了解該科的訴訟服務。法援署改善
了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的費用架構，以確保控
方的費用制度與刑事法援費用制度大致相若，並
將刑事法律援助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原訟法庭、上
訴法庭及終審法院審理，而不涉及定罪的刑事上
訴案件。訪問結束前，鄧國威與法援署不同職系
的員工代表茶敘，就部門相關事宜交流意見。鄧
國威讚賞同事的努力，並勉勵他們繼續為公眾提
供優質、高效及專業的服務。

■鄧國威與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會面。

3古廟列法定古蹟 公告刊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早前宣布，古物
事務監督（即發展局局長）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
把大坑蓮花宮、鴨脷洲洪聖古廟及九龍城侯王古廟列為
法定古蹟。3座古廟均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有關公
告已於當日刊憲，詳細資料已上載發展局文物保育網頁
（www.heritage.gov.hk）。

蓮花宮2011年列「非遺」
蓮花宮大概建於1863年，不僅是港島最古老的觀音

廟，亦是大坑區內重要的歷史地標。該廟與「大坑舞火
龍」傳統活動關係非常密切，每年農曆八月十四日，插
滿香枝的「火龍」會先往蓮花宮向觀音參拜祈福，然後
開始在大坑區巡遊。該項傳統活動已有逾百年歷史，更
於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蓮花宮建築非常獨特，前殿呈半八角形，配以重檐攢尖
式屋頂，廟內存放多件文物，例如屋頂主脊上的石灣陶
塑裝飾、花崗石雕祭台、古鐘及木刻彩門等。
鴨脷洲洪聖古廟相信於1773年由當地居民興建，以

供奉保佑漁民與海商的洪聖。洪聖古廟建成後一直是區
內主要廟宇，每逢農曆二月十三日的洪聖誕，區內水陸
善信會帶備祭品到洪聖古廟參拜，恭迎洪聖及其他神像
在區內巡遊，同時進行舞龍舞獅、傳統潮州大鑼鼓和粵
劇表演，以及其他賀誕儀式。

洪聖古廟「龍柱」珍貴
洪聖古廟屬典型的清朝兩進三開間式建築，兩進之間的

天井建有香亭，廟宇左右兩側各加建廂房。廟前豎立着一
對繪有龍形圖案的木柱，在香港十分罕見，當地居民稱之

為「龍柱」，相傳是為了保護該區的風水而豎立。
九龍城侯王古廟不僅是區內主要廟宇，亦是本港極少

數仍保存與九龍寨城有關的歷史文物的廟宇，數量相當
豐富。侯王古廟確實興建年份已不可考，根據廟內鑄於
清雍正八年（1730年）的古鐘推算，該廟大概於1730
年或以前建成。

侯王古廟「五嶽朝天式」設計罕見
清廷在1847年至1899年駐軍九龍寨城期間，不少寨

城官將曾到侯王古廟參拜。廟內現存文物包括咸豐九年
（1859年）的石碑、由首位九龍巡檢司許文深於1847
年捐贈的香爐、多面由駐守九龍寨城的將官獻贈的木製
匾額等。侯王古廟建築群坐落於高台之上，廟宇後殿的
山牆為「五嶽朝天式」設計，在香港甚為罕見。

■蓮花宮。 ■洪聖古廟。 中通社 ■侯王古廟。

香港懲教博物館高級统籌主任張志才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博物館定位十分清晰，旨在與市民建立溝通橋樑，向

外界展示懲教署歷年發展歷史，包括日軍侵華、越南難民等事
蹟，並同時解釋懲教署創立的理念。博物館於2003年成立至
今，已累積逾66.7萬參觀人次，相信突破70萬大關後，將舉行
連串宣傳活動。

每年5月參與世界博物館日
自2003年起，總面積達480平方米的博物館，每年5月參與

世界博物館日，與各地博物館交流。同時，由於博物館位處赤
柱，是旅遊重點之一，每逢周末及假期特別旺場，成為推廣本
港旅遊的其中一股力量。

死刑台「鎮館之寶」
跟很多博物館一樣，該館亦有「鎮館之寶」。張志才表示，

學生及參觀人士最感興趣的部分，非「死刑」及「刑具」莫
屬。館內展出多款曾用於懲罰犯人的刑具，另展出死刑台，死
囚接受環首死刑時，項上繫着粗繩，雙腳分別綁上兩個大沙

袋，確保行刑時頸骨跟隨墮勢「應聲而斷」。
另外 ，主場館展出歷任署長照片。「第三任署長樂文的後

人，就曾回來觀看父輩當時的工作情況。」張志才指，後人大
多對前人的工作感到新奇，當中尤以外國人居多，相信與懲教
署初期多聘用外籍人士有關，「甚至有老一輩同事前來回憶昔
日時光。」

眼看手勿動 為失明者破戒
博物館一向予人「眼看手勿動」的感覺，但香港懲教博物館於

去年底破格與本港導盲犬組織合作，邀請失明人士參觀，讓他們
觸摸展品，以另類方式感受懲教署在歷史洪流中的發展，「他們
親手接觸到後表示，感覺難以言喻，但喜悅之情都寫在臉上。」
副館（社區教育中心）近年專注於更生事務工作，讓教學團

體進一步了解更生人士改過自新的決心，以及社會大眾如何重
新接納他們。不過，現時副館只有一層，懲教署已連續於2012/
2013及2013/2014兩個年度申請撥款擴建，但當局指服務人數
不多而拒絕申請。張志才指，因空間有限，未能定時舉辦專題
展覽，希望今年再接再厲提出申請。

懲教署工作重地鐵門深鎖，外界難以窺探，為揭開懲教署神秘面紗，署方於2002年11月1日設立

香港懲教博物館，藉此與大眾建立溝通橋樑，透過歷史文物及珍貴照片，闡釋懲教署創立理念。香

港懲教博物館近年積極與不同社區團體合作，除了邀請本港導盲犬組織合作邀請失明人士參觀外，

副館亦專注於更生事務工作，讓教學團體進一步了解更生人士改過自新的決心，以及社會大眾如何重新接納他

們。博物館今年將繼續申請撥款擴建，期望爭取更多空間，定期舉辦專題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張志才手持刑具，介紹香港懲教博物館。 郭兆東 攝

■香港懲教博物館外貌。 郭兆東 攝

■香港懲教博物館內的展品。
郭兆東 攝

■■第三任懲教署署第三任懲教署署
長樂文長樂文。。 郭兆東郭兆東 攝攝

懲教署 發展局 勞福局 法援署 天文台 民政局 入境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