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范秋君 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
為團結鄉親，聯絡鄉誼，共謀福祉，壯大愛國愛港愛鄉力量。籌備經年的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正式成立。龍湖鎮四十二個行政村、八十四個自然村的居港鄉親紛紛響應參加，一
呼百應，聲勢浩大。

今年是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成立十周年，在創會會長和歷屆領導的帶領下，在理監事同仁的共同努
力下，會務蒸蒸日上，鄉親們積極參與，青年委員會凝聚眾多青年，薪火相傳，會員隊伍不斷壯大，婦
女組發揮半邊天的作用，聯誼會各項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廣獲社會人士的好評與肯定。

十載光陰彈指一揮間。十年的會務篇章，龍湖人共同譜寫；十年的聯誼鄉情，龍湖鄉親共同分享。
聯誼會今年舉辦了一系列慶祝活動。並編印十周年紀念特刊《龍湖匯香江Ⅱ》，回顧總結會務活動。希
望讓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認識 「龍湖」、了解 「龍湖」；希望所有的龍湖人，更加關心、愛護自己的 「
龍湖」，並為 「龍湖」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十年來， 「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得到國內外領導、有關單位、兄弟社團、各界社會人士、以及眾
鄉親的關愛和支持！居港龍湖人將不負眾望，在新征程中譜出新篇，喜迎下一個更加光輝燦爛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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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名譽會長、第五屆名譽會長、顧問芳名錄
（按姓氏筆劃序）

永遠名譽會長：吳光雄 吳身樹 吳金錶 吳健南 吳維新 邱季端 施天佑 施文博 施文誕
施文藝 施永超 施良僑 施卓成 施金象 施振忠 施純民 施純錫 施能翼
施教永 施教明 施清島 施華民 施學順 施議錨 施清流 洪佳慶 洪重慶
洪源滑 粘為江 許天貢 許文直 許文傑 許成沛 許自逸 許清果 許清河
許清彬 許華沙 許榮華 許維雄 許蔚萱 許謀池 許文曲 許清水 施志伴
施嘉慶 洪我景

名 譽 會 長：吳少白 吳永康 吳玲玲 吳健宏 吳遠北 李天泉 施工作 施青釆 施勇力
施榮鋅 柯天寶 柯文華 洪天送 洪良謀 洪清涼 洪肇柏 張上頂 許友諒
許文前 許文種 許自更 許自強 許自旋 許華僑 許經波 許維姜 許維蓄
黃天祥 黃永強 蘇千墅 涂雅雅 施純純

顧 問：吳文拱 吳文藝 吳海濱 吳連城 吳連烽 吳遠場 姚加環 施天任 施少文
施世築 施並偶 施性照 施振榮 施能樞 施祥鵬 施景文 施榮忻 施榮恆
施德托 施學概 洪文炳 洪東群 洪建築 洪清偉 洪澤泉 徐志誠 許天富
許荻萱 蔡世傳 盧溫勝

第五屆理監事芳名錄
創 會 會 長：施子清 洪祖杭 吳天賜 許其昌
永遠榮譽會長：施能獅 施維雄 許鴻儀 洪游奕
常 務 顧 問：施華民 施學順 施文誕 施議錨 施教明 施純民 施純錫 施教永 吳健南

許維雄 許清河 吳家耀
會 長：許成沛
理 事 長：洪重慶
監 事 長：許文直
副 理 事 長：施振忠 施金象 洪源滑 許清果 施永超 許蔚萱 施文藝 洪佳慶 黃天祥

洪天送 涂雅雅 施純純
副 監 事 長：吳少白 張上頂 施勇力 吳永康 吳身團 許自強 吳石芽 施明哲
秘 書 長：吳金城 常務副秘書長：許清果 吳寧寧

副 秘 書 長：鄭科雄 趙玉成 許瑞檀
財 務 主 任：洪啟明 副財務主任：吳寧群 施純興 蘇文藝
總 務 主 任：施性國 副總務主任：施志遠 吳貽熊 施養善 施宣遼
宣 教 主 任：施昭川 副宣教主任：施學業 施克樂 施性培 施志興
社 務 主 任：許彬彬 副社務主任：洪源汀 施永樂 施天聰 施亞甡
聯 絡 主 任：施萬壘 副聯絡主任：施教越 吳身智 施松炳 許世轟
發 展 主 任：施純沛 副發展主任：施天乙 戴亞獅 吳輝煌
康 樂 主 任：許自強 副康樂主任：吳慈悲 許玉瓊 施天助 許楠晞
褔 利 主 任：施政宏 副褔利主任：許淑箴 吳文雅 施文育
婦 女 主 任：施秀幼 副婦女主任：施麗專 施純純 施團團 劉瓊輝
青年委員會主任：施文炫 副青委主任：施漢強 鄭芳瑩 盧育新 許建平
理 事：洪麗月 施珠娜 陳娟娟 許清清 施 立 施素芬 施文彪 施建國 施仲偉

施新平 許娟娟 許世達 洪志傑 吳聰玲 施天恩 洪麗容 吳金銓 莊秀來
蔡玲玲 黃玲玲 蔡清源 許瑪麗

倘遇萬年暴雨 斜坡防塌冇符
料山泥傾瀉逾5萬宗 需制定新策略應對

黃錦星盼固廢徵費
今屆立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早前
提出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的建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昨日表示，期望今個立法年度將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審
議。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早前公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建議方

案，提出住宅層面以「按戶按袋」收費為最終目標，但可
設最長3年的過渡期，容許屋苑先以「按幢按量」徵費。

環保署設跨部門小組落實
黃錦星昨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期望委員會今年內提交

正式報告予環境局，環保署已經與相關部門成立跨部門工
作小組，準備迎接徵費落實細節。
他表示，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在亞洲其他地區行之有

效，早前本港膠袋徵費措施落實後，亦減少了80%的膠袋
使用，因此特區政府對廢物按量徵費的政策有信心，相信
能夠幫助香港達致減廢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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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由國際清
潔能源論壇（澳門）主辦的「第三屆國際清潔能源論
壇」於昨日在澳門召開，今屆論壇以「清潔革命，持
續發展」為主題，來自聯合國和內地及海外官、產、
學各界代表近300人齊聚一堂，通過演講、對話和圓
桌討論，對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熱點、難點、焦點問
題進行深入交流探討。

發揮澳中西文化交流橋頭堡作用
通過兩日論壇活動達成以下四項倡議：第一、論
壇要建設成為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智庫。發揮澳
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橋頭堡的獨特作用，本着
「立足中國，服務全球」的方針，積極申請聯合國
的非政府組織諮商地位，與聯合國和國際組織搞手
合作，編輯出版《清潔能源藍皮書》，提出全球
性、地區性以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建議和技術
解決方案。第二、論壇要在先進技術研發和創新上
做出貢獻。重點關注綠色交通、低碳建築、可再生
能源利用以及清潔技術等領域。第三、論壇要積極
倡導可持續發展示範城市的建設。探索建立區域性
能源交易市場，積極倡導澳門作為可持續發展示範
城市的作用。第四、論壇要推動資本市場平台的創
新，助推清潔能源產業發展。根據澳門經濟發展的
特徵，積極探索技術、資本、博彩三位一體的新商
業模式，讓傳統博彩業與風險投資相結合，建立技
術與資本對接的新形勢。
本次論壇得到聯合國、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澳門
特區政府及國際可再生能源署、彭博新能源財經、中
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中國證券報、中國質量認證中
心等的支持，以及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
司的大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對人煙稠密的香港而言極具

挑戰性。在一個氣候變化研討會上，政府多個部門分享政府不同部門就氣候變化的應對

方法，其中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港島若重演2008年的「千年一遇」暴雨，將出現約

2,000宗山泥傾瀉，現行斜坡應急管理系統達到極限；一旦遇上「萬年一遇」暴雨，山

泥傾瀉更逾5萬宗，現時系統將無法應付，需制定新策略應對。

香港氣候變化論壇由昨日起一連兩天在君悅酒店
舉行第三屆氣候變化國際研討會，環境局聯同

香港天文台、土木工程署、渠務署、房署、衛生署
及水務署等在會上講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風險及應
對方法。

50年一遇暴雨或每年發生
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炎表示，香港每日
最高氣溫達攝氏35度或以上的機率由1900年的3%
增至2000年的22%，香港海平面於2045年至2065
年將升0.31米，2081年至2100年更達0.65米，沿海

地區更易出現水浸，過往50年一遇的暴雨，或因水
位上升影響而加密至每5年甚至每年發生。

系統僅能應付2000宗山泥傾瀉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土力工程師邵耀棋指，該署已

為人煙稠密的香港島進行斜坡壓力測試，假設港島
重演2008年6月導致北大嶼山公路泥石流的「千年
一遇」暴雨，港島將出現約2,000宗山泥傾瀉，現行
斜坡應急管理系統達到極限，建議簡化應急系統和
解決樽頸問題。
若港島發生「萬年一遇」暴雨，即比2008年6月

暴雨還要嚴重40%，則會出現逾5萬宗山泥傾瀉，現
時系統將無法應付，需制定新策略應對。
渠務署總工程師何耀光表示，為應對暴雨引發的水

浸風險，該署已於2008年開展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
當中元朗、北區及跑馬地已完成，其他區亦正展開或
將會展開。該署亦在社區設置水浸監察及警報，而未
來雨水排放設計會更具彈性及配合生態環境。
房屋署副署長馮宜萱亦稱，已改善公屋防禦水浸

設計標準，例如設計建造啟德河附近的啟晴邨時，
已加大渠管，調整渠管斜度，並提升部分地面。房
署設計屋苑時，亦會考慮自然光及自然風等，降低
城市熱島效應，樓宇結構選材減少碳足跡，包括使
用回收物料，樓宇結構預計可使用達100 年。
水務署總工程師甘榮基表示，該署已就整體水管

理進行檢討，除了來自本港水塘的水、東江水及海
水用作沖廁，未來亦會引入海水化淡、再造水及
「灰水」回收。該署亦對公眾展開慳水教育，建立
智能水網絡，應對氣候變化。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出席研
討會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環境局聯同多個部門出席研
討會，講述氣候變化對香港的
風險，及當局的應對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