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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廟「龍柱」歸位 更「入地」不怕10號波

簽CEPA子協議 財爺盼創企業傳奇

籲年輕人表訴求
劉鳴煒：蒐意見助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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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論地「你死我活」製矛盾
批片面指責罔顧事實 警告禁區太多港人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短缺導致本港房屋供應失衡，不
少言論指問題非因土地供應不足，而是分配不公。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昨日反駁，這些言論是罔顧事實及以偏概全，又直指若不正本清
源探討增加供應辦法，而是轉移視線將不同群體的利益對立起來，
以「你死我活」的態度看待土地房屋問題，只會製造更多矛盾。他
並提醒，若土地問題上禁區太多，最終受苦的還是香港巿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去年9月遭颱風吹
倒的洪聖古廟「龍柱」，昨日重新豎立在鴨脷洲洪聖
古廟前方。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總值理鄧國銘透露，
整修工程最困難之處，在於尋找合適原木製作「龍
柱」，因按照傳統，新「龍柱」必須高過舊「龍
柱」，最終花了超過半年時間，在東莞覓得兩條長約
54呎、產自巴布亞新畿來亞的原杪木。不少鴨脷洲街
坊看見「龍柱」重現廟前，均開心不已。

張雲正葉國謙等點睛
洪聖古廟昨日舉行「龍柱」重修開光慶典，邀得多

位嘉賓到場，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葉國謙、中聯辦港島工作部科長羅錦輝及
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蕭麗娟等。眾人輪流參與
「龍柱」及碑石揭幕儀式，並為「龍柱」點睛。
今次重新豎立為第五代「龍柱」，由於新「龍柱」

必須高過長約50呎的舊「龍柱」，故此尋原木成為艱
巨任務。鄧國銘表示，過去多次派員到內地挑選，最
終於東莞尋得兩條原杪木，並從水路運送抵港。
他表示，今次木柱的地基打得更深，冀求更堅固，

即使面對10號風球仍然屹立不倒。他又指，特意於區

選後，才重置兩條「龍柱」。
負責繪畫「龍柱」的畫家麥榮表示，繪畫過程參考

眾多關於龍的文獻，研究其神態、姿勢及顏色，當中
以勾畫龍的眼神至為考究，冀龍睛有如蒙娜麗莎雙
眼，與觀眾有眼神交流。麥榮需要在直立木柱上繪
圖，讓圖案呈現得更準確，其間於棚架上作畫，一共
用了50多天完成作畫，並選用塑膠彩上色，令柱身顏
色更鮮艷及耐用。
慶典吸引大批街坊到場參與，現場氣氛熱鬧。85歲

的布婆婆，為第四代鴨脷洲居民，昨日特意到場觀看
慶典，坦言去年「龍柱」倒塌後，經過都覺得不太習
慣。自己自小已聽過「龍柱」可以抵擋煞氣，如今
「龍柱」重新豎立感到很高興，讚揚新柱更輝煌，希
望保佑香港順風順水。陳氏夫婦則攜帶一對兒女見證
重光一刻，希望下一代自小認識傳統文化。
建於1773年的鴨脷洲洪聖古廟，及廟前一對繪有

龍形圖案的木柱（「龍柱」），獲古蹟辦列為法定古
蹟。對於當區居民而言，「龍柱」可以用來擋煞，有
如「定海神針」，為鴨脷洲消災解難。豈料去年颱風
吹倒左方「龍柱」，需要重新更換一對「龍柱」，整
修工程於今年1月開展，費用約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區議會選舉有不少
新生代冒起，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日前表明希望
約見各年輕當選人。他昨日強調，委員會的職責不只是
「意見收集箱」，更會將收到的意見轉化為政策建議交
給政府，故呼籲年輕人繼續表達訴求，又期望特區政府
未來推出更多土地和資助房屋，解決年輕人的住屋問
題。
劉鳴煒昨日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強調，青年事務委員

會的職責不只是聽意見，更會進行政策研究，並提交可
行、有用的政策意見給特區政府，「我們不是意見收集
箱，意見收集箱用膠箱便可以。我認為在青年事務委員
會大會、研究小組都有很多課題值得做政策研究，我認
為我掌握到他們的心聲，做完研究分析，提交可行、有
用的政策意見給政府，才做好我的本分。」

推更多土地資助房屋紓不滿
針對住屋問題也令不少年輕人感到不滿，劉鳴煒認

為，特區政府應推出更多土地和資助房屋︰「我不是想
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但政府最有能力控制土地供
應。」對於有人都會問為何商界及地產商賣樓時不能賣
便宜一點，不要「賺太盡」，劉鳴煒則視之為「哲學問
題」，「這個看法在哲學上，不容易跟我們自由市場社
會融合的。」
被問到是否太多炒賣令樓價太高，令港人買不起樓

時，劉鳴煒坦言，「任何資產、任何商品，自用還是炒
賣，最終是個人決定，股票應該作長線投資，擁有一間
公司的一小部分，（但）都有好多人用來炒賣。」
就香港年輕新一代對政治、「一國兩制」的看法時，

劉鳴煒強調，香港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又認為香港青
年人較多關心的是教育和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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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5年不加費
港燈冀維持至2018

■曾俊華（前排左三）月前和一班青年企業家聚會，
得悉CEPA為港商提供便利，協助其打開融資之門。

曾俊華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去年的「佔
領」行動除了破壞法治精神，更令激進及抗拒
內地的風氣蔓延。「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
言人、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擔心，此情況沒有
最壞，只有更壞，因為搞破壞者從來沒有反
省，仍在處心積慮，強調港人應該警惕，再有
激進行為時要合力抵制。他又認為港人應該
「補課」，了解香港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如
果大家讀過殖民史，今天就不會見到『龍獅
旗』，因為它一出現就會成為過街老鼠，人人
譴責。」
一家網媒昨日發放吳秋北的訪問。他在訪問

中認為，「佔領」後經濟損失慘重，法治精神
蕩然無存，最重要是人心搞壞了：「看那些踢
篋、搞人店舖、四處搗亂的，連最基本人的公
德心都沒有了，最弊是這種糜爛人心是會傳染
的，是非一給混淆了，下一代的價值觀便會倒
塌。」

籲保持警惕 抵制激進行為
吳秋北擔心，情況「沒有最壞，只有更

壞」，因為「佔領」搞手始終沒有一絲歉意：
「他們從來沒有反省、道歉，換言之，他們仍
在處心積慮，難保有日，再以什麼政治事件、
議題，又挑動另一場『顏色革命』。」
他強調，市民要有一種警惕的心，若再出事

一定要合力抵制，「如果大家仍是沉默啞忍不
反擊，他們只會越來越猖獗。」
被問及如何修補人心，吳秋北認為現時沒有

國民教育，下一代根本搞不清國家與自己的關
係，是香港教育最大的失誤，又指「現在是補
課的時候」，港人應了解香港被殖民那段歷
史，現時正因為下一代對那段歷史完全沒有認
識，才會出現「港獨」思想，甚至發展至趕遊
客、踢同胞：「如果大家讀過殖民史，今天就
不會見到『龍獅旗』，因為它一出現就會成為
過街老鼠，人人譴責。」

吳秋北曾建議重啟香港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及將內
地《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他舉例指：「小偷一定
驚警察，但普通人會怕警察嗎？」他認為，如果有些人
處心積慮要做危害香港、危害國家的事，他們一定會害
怕立法，並直言寬容不會讓國家變得更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文森 )兩間電力公司下月將公佈
來年電費調整結果，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表示，港燈
已作出5年不加電費的承諾，希望可維持到2018年，不
會受新燃氣機組的資本開支所影響。他又認為，特區政
府早前完成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諮詢，大部分意見認為
目前的利潤管制協議行之有效，故他希望政府可根據結
果，維持目前電力公司可有9.99%的最高利潤。
尹志田昨午出席「綠遊香港生態旅遊節2015」開展儀

式後、回應特區政府正檢討明年電費調整的提問時指
出，港燈於兩年前已作出一個5年不加電費的承諾，他
希望這個長遠目標，可以維持至2018年。
對於政府表明欲降低兩電現時的9.99%回報率，尹志

田指出，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公眾諮詢結果，清晰地反
映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十分成功，行之有效，足以
達到政府定下的能源政策目標；有過半回應者認為現時
的准許回報率合適，令電力公司可積極地於電力市場投
資，提供更優質電力供應和服務，故港燈希望政府可基
於這諮詢結果，與電力公司探討問題。
他又表示，為配合多部燃煤發電機組陸續退役，港燈

需要興建一台新的天然氣發電機組，有關計劃最近已獲
政府正式批准。港燈已完成招標工作，詳細設計亦全面
展開。這個項目在2013年底政府批准港燈的「2014年至
2018年五年發展計劃」中，已有30億元的預算，港燈正
按此計劃，在這5年投資此30億元，預計新燃氣機組要
到2020年初才正式投產。
他補充說，由於獲批准的發展計劃中已包括這部新燃

氣機組的資本開支和預算，所以預期電費可凍結至2018
年的目標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本港樓價高企，房屋問題嚴
峻。智庫組織「未來@香港」調
查發現，以10分為滿分，受訪
者對特區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評
分僅4.19分。六成受訪者認為政
府應協助市民買樓；但是否以填
海或改劃郊野公園造地，支持及
反對的受訪者各佔近半，反映意
見分歧。
「未來@香港」委託嶺南大學

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調查，以電
話隨機訪問了1,031名18歲或以
上市民，以10分為滿分，受訪
者對特區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評
分只有4.19分，對住屋需求得到
滿足的評分，則只有3.99分。
組織召集人李華明表示，絕大

部分的受訪者給予5分，但年輕
的被訪者傾向給極低分，估計是
年輕人不滿政府未能達到建屋目
標所致。

九成盼施政聚焦房策
調查又發現，近九成人認為政府應以

房屋政策為施政重點，超過六成人認為

政府應協助市民置業，六成二的受訪者
認同房屋政策重點應包括協助市民買
樓；分別逾七成的受訪者，均認同政府
應增加居住公屋及居屋的人口比例；約
七成人認為，政府應限制外來投資者在
香港買樓。
被問到調查結果是否反映市民希望推

出「煥然壹居」這類資助房屋，組織成
員、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認為，愈多
人要求居住公營房屋，等於愈多人需要
依賴政府，並非理想情況。他又說，若
「煥然壹居」單身申請者設定6萬元入息
上限是太高，等同是資助全港大部分人
口置業，對政府造成負擔。
至於應否以填海或改劃郊野公園增加

土地供應，支持和反對以的市民各佔約
半。組織認為，政府如用有關方式造
地，必須增加有關配套，爭取受影響人
士和關注團體支持。
組織建議政府在規劃中提高公營房屋

居住人口比例，並積極協調各界意見，
例如考慮提高土地利用密度、改善規劃
市區土地及鄉郊丁地的使用模式。組織
今天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研究結果，並
將約見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及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反映。

陳茂波發表以「平衡與取捨」為題
的網誌指出，近年特區政府已採

取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解決問
題，然而有論者卻認為問題非因土地
供應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並片面援
引公私營房屋所佔土地面積數據，斷
章取義地謂政府只將少量土地撥作興
建公營房屋，來質疑個別私人住宅用
地為何不用作建公屋，又批評政府只
顧興建豪宅。他對這些罔顧事實、以
偏概全的指控深感遺憾。

多項數據公營均佔逾半比例
他列舉多項數據解釋，政府的建屋
目標，是48萬個單位以公私營六四比
分配房屋用地；政府現時為短中期房
屋供應逐步改劃的約150幅用地，可供
興建逾21萬個單位，當中超過七成為
公營房屋；所有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
展區的公營房屋比例，均達五成至六
成；現時受司法覆核挑戰的大埔分區
計劃大綱圖，當中改劃的住宅用地可
興建約9,400個單位，近七成共6,500
個屬公營房屋。
陳茂波續指，規劃容納人口居住城
市，並非只需劃出住宅用地，各種生
活配套、道路基建、社區設施均需土
地，許多鄰近交通基建、配套較完
善、地塊相對較大並適合較高密度發
展用地，一般較適宜發展公營房屋，

因此若針對個別較偏遠、密度較低的
用地擬作私人住宅發展，即批評政府
只顧興建豪宅，實有欠公允。

應正本清源探討增地辦法
他承認，過往10多年本港的土地開

發和供應停滯不前，造成今天土地捉
襟見肘的局面。面對土地房屋緊絀的
現實，不去正本清源探討增加土地房
屋供應辦法，而只是轉移視線，將不
同群體的利益對立起來，以非此即
彼、甚至「你死我活」的態度看待土
地房屋問題，不單無助解決，相反只
會製造更多矛盾。
至於近期坊間重提應否發展郊野公

園，以及將新界棕地改作房屋用途
等，均帶來很大爭議，陳茂波認為，
希望全社會均深思：如果填海不容
許、在現有市區中加建不能接受、開
發生態價值較低的綠化地帶又不可
以，又反問：「這樣土地不足問題如
何解決？近30萬輪候上公屋的申請
人、現時住劏房基層巿民的訴求，以
至年輕人對解決居住問題的期盼，又
如何得到回應？」
他最後強調，基於問題的本質和嚴重

性，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如果在土地
問題上禁區太多，或各人因一己堅持而
故作阻撓，輕視整體社會所承受的影
響，最終受苦的還是香港巿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剛
簽署CEPA框架下一份獨立的子協議。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這是CEPA自2003年開通以來，
內地與香港實現更緊密經貿合作的另一里程碑，在此刻
落實服務貿易自由化，配合天時和地利，可讓香港企業
家和有意創業的青年人大展拳腳，他期望將來有更多創
業家及利用CEPA的內地港商，分享他們的經驗，複製
更多成功故事，創造更多企業傳奇。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透露，他早前代表特區政府，與
國家商務部王受文副部長簽署《CEPA服務貿易協
議》，標誌着內地和香港基本實現了服務貿易自由
化，是自2003年CEPA開通以來，內地與香港實現更
緊密經貿合作的另一個里程碑。
他指出，去年特區政府已與國家商務部簽署《廣東
協議》，以先行先試方式，率先在廣東省實現服務貿
易自由化。今次簽署的《CEPA服務貿易協議》，除
涵蓋和歸納了原CEPA和所有補充協議，以及《廣東
協議》中有關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亦包含不少新增
開放措施，是CEPA框架下一份獨立的子協議。

《廣東協議》多項擴內地全境
與過往協議相比，曾俊華說，《CEPA服務貿易協

議》提供的貿易便利，在深度和寬度均明顯提升，包
括把多項已在廣東落實的措施推展至內地全境，以及
減少負面清單中的限制性措施。
他認為，CEPA為港商特別是初創企業，提供了吸
引投資的條件。月前他與一班經營初創企業的青年創
業家聚會，當中不少人早已進軍內地，有一家網上廣
告公司的業務更已發展到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短短6年發展成一家有500名僱員的公司。

通營運「經脈」開融資「穴道」
他引述該公司創辦人指，CEPA為其提供了發展機
會，不單止打通公司在營運上的「經脈」，亦間接為
他打開融資之門。公司在6年間已透過多輪融資籌得1
億美元資金，相信CEPA提供的營運優勢，是吸引投
資者的重要條件之一。
曾俊華又引述一名資深投資銀行家指，近年其所作
的天使投資，項目必須具備「中國角度」，而內地與
香港在此刻落實服務貿易自由化，實在配合了天時和
地利，讓香港的企業家和有意創業的青年人大展拳
腳。他期望一些成功利用CEPA的港商，能夠多分享
寶貴經驗，讓更多成功故事得以複製，創造更多企業
傳奇。

■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永遠名譽會長李樹福
（左）向羅錦輝贈送紀念品。 翁麗娜 攝

■■智庫組織智庫組織「「未來未來@@香港香港」」調查指六調查指六
成市民冀政府協助買樓成市民冀政府協助買樓。。 岑志剛岑志剛 攝攝

▲布婆婆高興「龍柱」
重新豎立。 翁麗娜 攝

◀陳氏夫婦攜一對兒女
見證重光一刻，希望下
一代認識傳統文化。

翁麗娜 攝

■洪聖古廟昨舉行「龍柱」重修開光慶典，多位
嘉賓到場參與。 翁麗娜 攝

■葉國謙與「龍柱」合照。
翁麗娜 攝

■張雲正為「龍柱」點睛。
翁麗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