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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25周年港島團拜 堅持「擇善有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民建聯
昨日於上環舉行香港島新春團拜酒會，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
吳仰偉應邀主禮，與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副主席張國鈞等數百名嘉賓成員一同舉
杯，同慶雞年新春。李慧琼在致辭時表
示，適逢25周年，民建聯會「擇善有
為」，不忘初心，用心服務市民，迎接未
來更大挑戰。袁國強在致辭時讚揚民建聯
25年來用心服務市民，向政府提出諸多
寶貴意見，對政府施政作出貢獻。

李慧琼冀成員不忘利民初心
李慧琼昨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民
建聯今年踏入第25周年，自1992年創
立，民建聯便立志為市民服務，由包括中
西區在內的兩個支部開始，立足社區，以
香港為家，急市民所急，服務市民，逐漸
發展壯大，現時民建聯在港島灣仔區、東
區、南區亦有支部。
她續說，民建聯在四區有22位區議
員，25年來與市民風雨同路。今年民建
聯以「擇善有為」為主題，維護「一國兩

制」，傳承愛國愛港，與香港市民一起實
現優質民主，要求特區政府發展經濟之餘
與市民共享經濟成果。她又希望每一位民
建聯成員不忘初心，迎接未來更大挑戰，
堅持每一日用心服務市民。
袁國強在致辭時表示，未來一年是非

常有意義亦都極其特別的一年，首先雞
年是有生氣、生機勃勃的一年，亦是民
建聯25周年、特區政府成立20周年及特
首換屆選舉年，對香港有特別意義。
他讚揚25年來民建聯用心服務市民，

向政府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對政府施政
作出貢獻。

吳仰偉讚「好夥伴」「好朋友」
吳仰偉致辭時透露自己在香港工作16

年，感受到民建聯真誠為港、服務市民的
心。他指出，民建聯不單是政府的好夥
伴，更是社區的好朋友，在港島社區中成
為最重要的穩定及服務力量。
新一年，希望香港有新氣象、新發

展，他希望民建聯繼續為社區民眾作出更
大貢獻。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他希

望在各界愛國愛港人士的帶領下，香港繼
續領跑各大先進城市。

張國鈞勉「四區兄弟」為民服務
張國鈞在致辭時祝願市民「春夏秋冬

行大運，東南西北遇貴人」。他形容香港
島各區各有特色，其中港島區民建聯22
位區議員中有10位來自東區，東區是民

建聯票倉，是支持民建聯的中堅力量；南
區地靈人傑，是最適合居住的地方；灣仔
區是十八個行政區裡最小的區，但區內匯
聚專業人才；中西區則是政治金融中心，
對香港尤為重要。四區在香港均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他希望民建聯港島四區的兄弟
繼續齊心服務市民。
出席酒會的嘉賓還包括：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葉國謙、蔡毅，立法會議員劉國
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食
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梁敬國，保安局副局長李家
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岳鵬，懲
教署署長邱子昭，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
昌，消防處處長李建日等。

由慈善機構聖雅各福群會主持的歷史建築
活化計劃「We嘩藍屋」推出「好鄰居計
劃」，把12個361呎至880呎單位以市價八折
招租。新住戶需經老住戶、主辦機構、督導
委員會等持份者評審和面試，認同「共享、
共居」理念，承諾積極加入社區生活才有資
格「入會」。昨日介紹會吸引百餘名網上報
名者到場。藍屋老住戶表示，該計劃成功保
留舊唐樓密切交流、守望相助的社區文化，
有些搬走多年的老鄰居時常會回來相聚。
「We嘩藍屋」包括三棟由公共走廊連在
一起的舊唐樓：藍屋、黃屋、橙屋，以及三
棟唐樓之間的公共空間。面積較小的黃屋和
橙屋已翻新入住，目前有8戶老住戶和1戶新
住戶，藍屋翻新工程仍在進行，預計3月中
完工。本次招租單位包括6個黃屋單位和6個
藍屋單位，以會費形式繳納月租由11,552元

至31,680元，獲接納新租戶將於5月入住。

積極投入社區生活才能入住
招租簡介會於藍屋公共空間舉行。百餘名

網上預約參加的市民以年輕二人家庭為主，
他們表示認同共享、共居理念，希望加入藍
屋這個共同管理、密切交流的舊式社區生活
當中，因此前來了解。督導委員會委員黃英
琦在簡介會上介紹指，之所以叫「We嘩藍
屋」，是因為舊唐樓是木質間格，隔音效果
差，鄰里來往密切，十分嘈吵。聖雅各福群
會活化保育計劃保留了木質間隔，同時竭力
保留舊唐樓開放、密切交流的生活模式。這
裡沒有管理處，一切事情由居民開會決定，
包括分攤垃圾費等。此處有很多社區活動，
居民要發揮自己特長積極參加。認同這種生
活方式的人，才有可能被接納入住。
住在黃屋3樓的老住戶梁先生表示，他和孖

生兄弟兩家人，25年前已入住黃屋，與老街

坊幾十年來親如一家。弟弟子女長大不夠
住，十餘年前無奈搬出，自己一直住下來，
連獲分配的公屋也放棄了。弟弟雖然搬到沙
田去了，但每周都要回來很多次，因為喜歡
藍屋生活。每天晚上，藍屋中間的空地都很
熱鬧，家家戶戶搬桌椅出來打麻將、喝啤
酒、聊天，附近老街坊也會過來玩。這種大
家庭般的快樂生活，在香港幾乎找不到了。

■記者 殷翔

藍屋招保育「好鄰居」月租最平1.1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少年
不論健全或有身體障礙，皆有權利和
需要發展個人身心及參與社會事務。
香港傷健協會去年獲資助舉辦「樂
TEEN滿FUN 2016」計劃，讓基層中
學生、傷健中學生或特殊學校學生，
於課餘時透過工藝、舞蹈、航拍等工
作坊，讓他們發展多元興趣及增強自
信，活動吸引95人參加。經過一年學
習後，當中11人因表現優異獲嘉許。

表演敲擊木箱鼓無伴奏音樂

協會昨日舉行「樂TEEN滿FUN嘉
許禮暨閉幕禮」，有學員即席表演敲
擊木箱鼓及無伴奏音樂。香港傷健協
會總幹事高潔梅致辭時表示，活動讓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作出多方面嘗
試，幫助他們尋找興趣，提升個人能
力。
該計劃包括皮革製作、魔術、爵士

舞、木箱鼓、無伴奏音樂、航拍等課
餘活動，提供適合環境支援有特殊需
要的青少年，讓他們參與興趣班，同

時建立社交及支援網絡。計劃總共提
供149節、298小時課程及活動，合共
2,872人次參與。
協會表示，過去一年，積極協助特
殊學習困難和傷殘青少年培養個人興
趣，發掘個人優點及潛能，提升個人
自信心。
計劃提供平台予特殊學習困難和傷

殘青少年建立社交網絡及同儕支持，
透過一系列活動過程，互相了解和接
納，達至傷健共融。

傷健青年學藝術 增自信獲嘉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元宵節吸
引不少情侶外出慶祝，但對於「三餐不
繼」、每月依靠生果金或綜援金為生的貧
病長者夫婦而言，去酒店吃自助餐已是
「遙不可及的夢想」。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昨日安排多對

90歲至100歲的長者夫婦免費到酒店吃
自助餐，邀請各人分享數十年婚姻路的
喜與樂。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希望藉
此提醒「珍惜眼前人」的婚姻及家庭態
度。
協會在尖沙咀皇悅酒店舉辦名為「愛心
送暖慶元宵」的活動，邀請正在領取綜援
或生果金的長者夫婦，免費在酒店享用
「元宵節自助餐」、送上元宵節食品福
袋，以及一封「現金大利是」，希望直接
及即時減輕他們的生活重擔，過「溫馨」
及「溫情」的中國情人節。
席間，多對夫婦分享維持婚姻心得，包
括今年成為「終身成就長者義工」的余榮
杏。他今年已經100歲，道出數十年婚姻
的喜與樂。
協會希望透過該活動及眾人婚姻經

歷，向各界發放正面的婚姻及家庭態
度，盡量減少家庭悲劇發生，共建和諧
社會。同時，協會更希望透過該活動，
向各界反映他們在高通脹環境下面對的
生活苦況。

貧病老夫婦食自助餐講鰈鶼

避小一專網 跨境家長租劏房
怕派偏遠地區 校長料返北區「叩門」增三分一

昨日小一派位選校，名校林
立九龍城區41校網亦有不少

家長於派位中心排隊。其中家長李女士，早年不
惜投資逾1,000萬元購入區內單位，期望為女兒
博入網內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為讓
孩子有全面發展，她在女兒1歲時已為其報讀各
式各樣的興趣班，每月花兩萬元繳交學費。

購區內單位 兩萬元讀興趣班
李女士於1999年來港定居，其丈夫亦為港人，
為讓女兒入讀九龍城區名校，不惜以千萬元在區
內買入單位，又指所有父母都想為孩子報名校。
她透露曾為女兒報讀拔萃女小學但不成功，

將於統一派位以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為首
志願，若未能成功入讀，亦會到該校或同區名校
「叩門」，亦會考慮報讀私立或國際學校。
為讓孩子有全面發展，李女士於女兒1歲時

已每月花兩萬元為其報讀包括跳舞、唱歌、鋼
琴、畫畫、英語和司議課等8個課程。對於近
年有人挑動兩地矛盾，指內地家長移居香港或
安排孩子來港讀書是「爭學位」，她並不認
同，又以自己為例指雖然不是土生土長，但來
港多年對香港社會納稅及貢獻都不少，認為孩
子入學上有競爭才有進步。

本地爸：兒子快樂最緊要
本地家長周先生同以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

部）為女兒首志願，他指今年學位競爭大所以
亦已同時報讀私立和直資學校，對於近年部分
內地家長於區內置業以躋身41校網，他則認
為「大家公平競爭」。
同於41校網的吳太，為免名校競爭大令兒

子面對太大學業壓力，首選網內名氣稍遜的華
德學校，她直言對孩子來說「快樂學習」更重
要，所以自行收生及派位階段都選擇了該校。

■記者 黎忞

為女兒入名校
豪花逾千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9月新學年入讀

官津小一統一派位選校

昨日起一連兩天舉行。

今年適齡升小人數上升

3,000名，令學額競爭

激烈。教育局設立的

「跨境專網」，將更多

學額分流至葵青、東涌

等離邊境較遠的地區。

有跨境家長不惜於上水

租住面積小於深圳原居

十分一、僅洗手間大小

的「蝸居」，只為避開

「專網」。有北區小學

校長指，更多跨境生經

「專網」派往偏遠地

區，預計放榜後返回北

區校「叩門」申請或大

增三分一。

■長者夫婦免費到酒店吃自助餐。

■民建聯舉行香港島新春團拜酒會，向市民送上新春祝福。 彭子文 攝

■「樂TEEN滿FUN 2016」嘉許禮暨閉幕禮。

■■藍屋保育群包括藍屋保育群包括
藍藍、、黃黃、、橙三座舊橙三座舊
唐樓唐樓。。 殷翔殷翔 攝攝

■梁先生（右）和孖生弟弟。 殷翔 攝

■「社區公所」供街坊交換二手物品。
殷翔 攝

小一統一派位程序昨日起選校，其中於鳳溪第一小學的上
水80校網派位中心，9時半開始選校前，已有逾百家長

排隊等候。(上圖)

清晨6時多
已到場的汪女
士表示，提早
排隊「心理上
覺得（取錄）
機 會 大 一
點」。汪女士原為居於深圳的
跨境家長，為了讓兒子入讀北
區校，避免經「專網」派往偏
遠地區，一年前以約4,500元
月租上水「洗手間般大小」劏
房與兒子「蝸居」。
她坦言現時房間面積不及

深圳原居十分一，但若成功
讓孩子入讀網內學校亦值
得。 ■記者 黎忞

原居於內
地的跨境家
長倪太指，
喜歡香港小
學有英語學
習環境，期
望女兒於香
港就學。她約於數月前在
上水租住天台閣樓、只能
放下床和衣櫃的劏房單
位，月租近4,000元，以
避免落入「專網」。
她又指，若女兒被派到

上水或粉嶺以外較偏遠的
地區，會考慮放棄學位返
回內地升學。■記者 黎忞

北區本地家長何女士認為，今年
小一學童增加，加上部分跨境家長
在區內租樓或置業獲得香港地址，
令學額競爭更緊張。
不過，她和另一本地家長高女士對

跨境家長做法表示理解，高女士認
為：「為人父母當然想孩子在好的環
境讀書，就像有港人父母會（為孩

子）搬到九龍、海外一樣」。
她認為，問題源於港府未有及早

就內地婦女來港產子情況考慮相應
配套措施。對於教育局為應付學額
需求而於部分校網暫時「加派」，
她擔心令部分班級「小班變大
班」，或影響教學質素。

■記者 黎忞

上水惠
州公立學
校的「跨
境專網」
派 位 中
心，昨晨
有不少跨
境家長為孩子報名。何
女士認為，「專網」內
北區學額競爭較激烈，
為增加成功入讀機會，
她會改為選讀「專網」
內大埔區學額，認為到
大埔上學車程時間尚可
接受，未有考慮搬到香
港居住。 ■記者 黎忞

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香
港及跨境童人數上升，早前教育局決定於
部分校網「加派」，新學年該校有機會開
辦4班至5班小一，每班加3人，亦會預留
附屬小學兩個班房應對。他又指今年「跨
境專網」中，北區小一額僅222個，較往
年減少，預料更多跨境生會被派往偏遠地
區而返回北區學校「叩門」，競爭將更激烈。以該校為例，
去年放榜後，共收到約300個「叩門」申請，競爭10多個學
額，預計今年申請或增至約400個。 ■記者 黎忞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校長預測

屈就上水「蝸居」

本地家長理解

■何女士
梁祖彝 攝

■汪女士
梁祖彝 攝 ■倪太

梁祖彝 攝

■何女士
梁祖彝 攝

■朱偉林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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