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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覺蓮社72周年暨董事就職
仇鴻梁愛詩肖虹陳積志湛如大和尚等主禮 千人見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博愛醫院
日前舉行「博愛醫院邁向一百周年暨博
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舍『博愛號』工
程啟航典禮」，出席主禮的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致辭時表示，「博愛
號」落成後將是亞洲最大的安老院，共
提供1,406個宿位，希望能夠幫助本港長
者安享晚年。

彭少衍：人口老化趨嚴重
博愛醫院主席彭少衍表示，香港人口老

化日趨嚴重，10年後香港會遇上「高齡海
嘯」，65歲及以上長者的人口，推算在未
來20年將增加超過一倍。

李兆基捐地建安老院舍
博愛醫院獲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

兆基捐出位於屯門藍地、10萬平方呎土
地興建「博愛醫院屯門藍地安老院
舍」，同時獲社署獎券基金撥款1億2千
330萬元作為院舍聘請認可人士，為工程
作詳細設計、招標工作及工程管理等。

為積極拓展新院舍項目，博愛醫院成
立了「藍地院舍服務拓展基金」，已累
積籌得善款接近1,500萬元。然而，興建
新院舍所需的費用龐大，故呼籲社會各
界多多支持，踴躍捐輸，為安老院舍而
共襄善舉。
新院舍預計最快於2020年至2021年落

成，屆時將會是全港最大型長者安老院。
落成後預計可提供1,406個宿位，其中930
個為持續照顧宿位及476個護養服務宿
位，以配合不同程度體弱長者的需要，有
助縮短長者輪候入住院舍的時間。
為慶祝博愛醫院邁向一百周年，當日典
禮特別筵開100圍盆菜宴，當中約900位長
者來自屯門及元朗區，大會邀請100位青
少年出席參與，鼓勵他們多了解長者需要
及護老業情況，將來投身安老服務行業。
當日出席的特別嘉賓有恒基兆業地產集

團副主席李家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張肖鷹、社
署署長葉文娟、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標準
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正財。

博愛百周年暨「博愛號」啟航

香海正覺蓮社社長宏明大和尚在典禮上匯報
了蓮社近年主要活動成果。他說，今年適

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蓮社舉行了一系列為
國家、為香港祈福的弘法活動，包括慶祝香港回
歸20周年萬佛法會、齋天祈福法會、傳燈法
會，以及「佛教界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正
行覺念嘉年華」等，藉此弘傳佛法同時報答國家
及特區政府支持佛教善業發展之恩，冀凝聚各界
善信之正能量，營造社會和諧、人心向善的良好
社會風氣。

宏明大和尚勉牢記願景宗旨
宏明大和尚期望新一屆董事會永遠牢記蓮社

的莊嚴願景、宗旨和目標，各位董事以正覺文
化為引領，以悲智願行為先導，以弘法利生為

根本，以契合時代為方便，以造福人群為中
心，不離佛法根本，不捨世間有情，愛國愛
港，為教為人；同時以勇猛精進、求新求變的
態度投身於各項善業，奮發有為，砥礪前行，
作諸功德，造福社會。

陳積志祝延續覺光長老精神
陳積志致辭指，香海正覺蓮社自1945年創立以

來，於弘揚佛法、安老、教育、扶貧等方面所做
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貢獻極大。
他祝願宏明大和尚和各位董事延續覺光長老慈

悲度眾的精神，繼續在港宣揚佛法，福澤社群。

肖虹：香港內地法乳一脈
肖虹表示，香港與內地佛教法乳一脈，國家

宗教局將一如既往地鼓勵和支持內地與香港佛
教深化交流，強化合作，共同促進佛教健康發
展，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
強偉大榮光。

梁愛詩：廣利有情 可喜可賀

梁愛詩讚揚覺光長老生前愛國愛教愛港，繼
任的宏明大和尚秉承覺光長老的慈悲宏願，更
進一步將蓮社所辦善業發揚光大，廣利有情，
實在可喜可賀。
晚宴期間還進行了「正行覺念嘉年華手機攝
影比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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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
京）「2017 傑出商界女領
袖頒獎典禮」日前在尖沙
咀喜來登酒店舉行，19位
來自不同領域的傑出商界
女領袖獲得殊榮。當晚，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陳百里等共同主禮，逾300名社會名
流及嘉賓出席見證。

19人獲表彰
「傑出商界女領袖頒獎典禮」由香港商報主
辦，旨在表彰商界女領袖工作成績，肯定她們
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及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貢獻。
今屆獲獎的19位傑出商界女領袖為：郭羅桂
珍、蔡李惠莉、趙麗娟、龔楊恩慈、張雅麗、
管胡金愛、余皓媛、魏麗霞、宋筠瑄、蔡何家
敏、鄭綺文、祝凌燕、董瑞婷、高麗娟、李美

雪、朱吳妮娜、沈貝嘉、徐詠琳、詹美清。

張建宗：實至名歸
張建宗致辭時肯定獲獎的商界領袖不但經

商有道，更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
不少更是雙職婦女，同時要兼顧家庭，實在
令人敬佩。19位女領袖橫跨不同行業，表現
卓越，更是愛國愛港的商人，在粵港澳大灣
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上推動香港和國家的
發展，獲獎實至名歸，可喜可賀，是不折不
扣的萬能婦女領袖。

傑出商界女領袖頒獎 仇鴻等主禮

■賓主主持
博愛醫院屯
門藍地安老
院舍「博愛
號」工程啟
航典禮。

■■香海正覺蓮社全體董香海正覺蓮社全體董
事與主禮嘉賓合影事與主禮嘉賓合影。。

■傑出商界女領袖頒獎典禮上，賓主和獲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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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七屆陝粵港澳經濟合作活動周的主要活動之一，2017陝西文化產業項目（深圳）推
介會11月17日在深圳舉行。此次活動由陝西省委宣傳部、陝西省商務廳、陝西省文化廳主
辦，旨在推動陝西與粵港地區各文化企業、投融資機構、工商企業間全方位、多層次、寬領
域的合作與交流。

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賴斌、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偉、深圳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吳
忠等領導及廣東、香港文化企業的眾多代表出席。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彬主持大會。來
自陝西西安、寶雞、咸陽、延安、漢中等地市及陝深兩地的文化企業代表也分別上台推介。

陝西赴深推介文化產業
冀加強與粵港合作

陝西文化產業迎發展新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地處我國西北內陸的陝

西已成為向西開放的前沿，是國家建設內陸型改革開放
的新高地。特別是今年4月中國（陝西）自貿試驗區掛
牌以來，陝西更是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文化產業煥發出
新的活力。

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偉在致辭時表示，陝西發展
文化產業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前景美好，商機無限。
據介紹，當前，陝西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經
濟實力顯著提升，科教實力強大雄厚，區位優勢極其明
顯，營商環境改善提升，生態環境持續向好。

他同時表示，近年來，南粵大地經濟社會發展亦取得
令人矚目的成就，文化產業發展更是領跑全國。深圳特
區發揮中心城市的引領輻射作用，着力打造 「創意之
城」 「設計之都」。 「文化＋科技」 「文化＋創意」
「文化＋金融」已然成為南粵大地文化產業發展的亮點

和特色。

李偉稱，粵港大地快速壯大的產業資本，豐富的市場
經濟發展經驗，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等，與地處內陸的
陝西在優勢文化資源、特色文化項目、海量科技人才、
良好投資環境等方面形成重要互補，交流合作的潛力巨
大、前景廣闊。他亦希望通過此次推介交流，與粵港的

企業家們加深了解，增進友誼，加強合作，在文化產業
的共贏共進中，共創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美好未來。

策劃百餘項目推介 涉資1350億元
會上，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彬詳細介紹了陝西文

化產業發展的情況。據介紹，近年來，陝西將發展文化
產業作為加強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文化產業規模、競
爭力、影響力不斷增強，對經濟的貢獻力和拉動力持續
提升，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撐。2012—2016年，
全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從500.7億元增至802.52億元，成
為陝西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

為了更好地促進兩地合作，此次陝西省亦精心策劃包
裝了 101 個文化招商項目進行現場推介，總金額達
1350.49億元。大會並現場簽約25個項目，包括廣電雲
端小鎮及廣電物聯網雲平台運營、《盛世帝陵》大型史
詩系列動畫紀錄片及全媒體產業化營銷項目、暴走漫畫
運營和發行中心項目等。

深圳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吳忠表示，陝西歷史悠久
綿長，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隨着中國
（陝西）自貿試驗區的掛牌成立，陝西亦成為歐亞聯繫
的重要橋樑和紐帶，這都為陝深兩地的合作提供了巨大
的機遇。希望兩地的文化科技企業抓住機遇，進一步加
強合作交流，攜手共進，實現雙贏。

為充分發揮文化資源優勢，全
面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當前陝西
正着力抓好《關於進一步加快陝
西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陝西省 「十三五」文化和
旅遊融合發展規劃》等政策落
地，力爭到2020年，文化產業增
加值佔全省生產總值（GDP）的
比重能達到6%，年均增長15%以
上。

在優化布局、項目帶動上下功
夫。關中將加快以內容生產為核
心的出版、影視等優勢行業發
展；陝北將對黃帝歷史文化、黃
河自然遺產文化、陝北風情文化
等深入挖掘；陝南將在文化休閒
娛樂產業上形成突破。打造一批
百億元的省級文化產業園區。重
點抓好秦嶺國家公園、黃帝陵國

家公園、黃河國家公園、碑林文
化街區等省級重點項目。

在培育市場主體、壯大產業規
模上下功夫。發揮資本市場作
用，引導擁有優質資源、優質資
產的重點文化企業上市，鼓勵文
化企業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
制併購重組。積極培育和發展小
微文化企業，在規模上做到 「鋪
天蓋地」，在特色上做到 「專、
精、特、新」。

在擴大文化消費、拉動文化內
需上下功夫。不斷適應城鄉居民
消費結構的新變化和審美、娛
樂、休閒的新需求，創新文化產
品和服務，培育新的消費熱點。
推動文化與旅遊、體育、商務、
農業、製造業等行業的雙向融
合，積極培育文化融合新業態。

在財政金融、人才保障上下功
夫。陝西省財政每年安排不少於
3 億元省級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
金。做大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規
模，力爭 2020 年達到 100 億元，
並成立若干子基金。着力引進一
批文化創意新、信息技術精、管
理能力強的複合型人才。探索對
文化創意人員實施股權、期權和
分紅鼓勵等方面的激勵力度。

在強化工作機制、完善政策上
下功夫。抓好《若干政策措施》
落實，制定分工方案，形成 「1+
N」的政策體系。建立科學統
一、規範的文化產業統計制度。
完善文化產業發展工作考核機
制，實行季度考核、年度目標考
核與年度專項考核結合，強力推
進文化產業發展。

五舉措推動陝西文化產業發展

■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
長、陝西日報社社長李
偉致辭

■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李彬介紹文化產業發展
情況 ■陝西文化產業項目（深圳）推介會現場

■陝西漢中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春麗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