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清醮齋戒 70食肆響應
值理會盼增至八成商戶 籲市民遊客尊習俗戒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洲

太平清醮將於下星期二（22日）舉

行，島上居民傳統上需在星期日（20

日）起連續齋戒3天，長洲太平清醮

值理會上月初向島上 200 間商戶發

信，呼籲食肆遵守齋戒期，但行動至

今只獲約70間食肆回覆指會在太平清

醮期間改售素食或暫停營業。值理會

指出，太平清醮近年變成嘉年華活

動，齋戒傳統受到衝擊，值理會已加

强宣傳，期望今年支持齋戒的商戶數

目可由去年的50%增加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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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無限別夢雲
廣聯部 言霜霜 高玉婷

我們講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輩、老大姐
的故事。

今年春節將至，當家家戶戶忙着貼春
聯、買鮮花迎接新春到來之際，陳夢雲大
姐卻在除夕前一天因病不幸離開了人世，
享年96歲。聞此噩耗，很是惋惜，十幾天
前我們剛剛拜訪了她和她的先生楊奇，大
姐那天精神不錯，還客氣地為大家準備茶
水，可轉眼間就傳來了她過世的消息。雖
然與大姐接觸不多，但通過幾次接觸以及
與她家人的聊天，我們能深深感受到她對
所追求的事業的熱愛和嚴謹的工作作風，
以及生活上的樸實善良。

陳夢雲大姐祖籍廣東省南海，1922年出生
在香港的一個小康之家。父親在港島經營一
間只有半邊舖位的找換店，因為出身貧寒，

沒有機會接受好的教育，所以特別重視子女
教育，勤儉持家，存下錢來供子女上最好的
學校。她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於1938年以
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山大學歷史系。

畢業後，陳夢雲大姐到粵北陽山縣的陽
山中學當教務主任，後來又在連縣（今連
州市）的連州中學當語文、歷史教員，開
始融入粵北山區人民貧苦艱辛的生活，這
是她讀到的「社會學」的第一課，感觸很
深，萌生了反抗黑暗社會、追求真理與光
明的信念，終於在1942年1月走上了革命道
路。日本投降後，大姐回到香港，先後在
聖士提反女書院、真光中學、香島中學教
書。她對待工作嚴肅認真，對待學生關心
愛護，很多學生後來都參加了國家的建設
事業，他們在畢業多年後還寫信給她，表
達感謝之情。1953年到1973年，大姐一直
在廣東省教育廳、省文教辦工作。1979
年，陳夢雲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由

於大姐是香港本地人，熟悉社會情況，便
於與各界人士進行溝通交流。1992 年 11
月，大姐年滿七十，離開了工作崗位，但
她對香港的人和事依然牽掛在心，默默無
聞地甘當為內地和香港兩地服務的紐帶。

在抗日戰爭烽火歲月中，大姐因工作和楊
奇相識，1945年11月在香港註冊結婚。當時
條件比較艱苦，兩人只是到一家小店拍了一
張合影，那便是他倆保存了70多年的「結婚
照」。結為伉儷後，風風雨雨幾十年，兩人
一直相親相愛，不論遇到怎樣的磨難，都不
離不棄，恩愛如初。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倆
人外出活動，依然相互攙扶，相互關懷。

大姐在廣東工作期間，經常出差在外，
難得有時間陪伴兒女，往往十天半個月才
能見一次面。但是只要回到家，大姐就會
專心陪伴子女，對子女的教育十分嚴格，
子女從小受到良好家風影響，學業有成，
家庭幸福。她用柔美的大愛和真誠譜寫了

人生的幸福樂章。
夫妻恩愛，子女孝順，可謂是大姐最大

的驕傲。楊奇在家庭追思會上送別大姐時
說：「我同你結為夫妻，相親相愛七十三
年，我和你一樣，感到十分幸福。你曾經
多次講過：我們這個大家庭，是一個民
主、和睦、幸福的大家庭；父母子女之
間、夫妻之間，互相愛護，互相尊重，互
相支持，非常難得。今後，我們會努力保
持和發揚這種良好的家風，請你放心。」

陳夢雲大姐為人善良，樂觀豁達。她對
人的生死有着從容客觀的認知，認為死亡
是自然規律，既然人是本能地哭着來到世
上，就更應理智地笑着離開人間。大姐夫
婦早在2012年就立下遺囑：「當我倆病危
處於『油盡燈枯』之際，請勿再作無效的
搶救，以免浪費社會資源。」「一不要舉
行任何告別儀式，也不要在家中設置靈
堂，只由子女在事後將我倆這份遺囑印發

親友便可。二不要保留骨灰，既不要佔用
銀河革命公墓地方，也不要存放家裡，可
由子女將骨灰送往白雲山麓永泰村思園，
埋入樹下，作為綠化肥料；或帶去南沙，
撒入珠江，流向大海。」遵從她的遺囑，
喪事一切從簡。大姐用遺囑為她樸素無
華、大公無私的思想做了最動人的詮釋。

■陳夢雲
楊奇伉儷
合影。
作者供圖

今年的太平清醮將有19台飄色表
演，題材包括財爺「派糖」等，

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主席翁志明預計
當日會有約5萬人次到長洲參與太平清
醮各項活動。過去幾年因有大批市民
及旅客到長洲參與相關活動，影響長
洲居民出入，翁志明表示，渡輪公司
今年會為月票乘客加送一張來回免費
船票，嘉賓亦有特別通道，相信不會
對居民構成太多不便。
太平清醮值理會副主席何麗安表

示，長洲自1970年代開始有愈來愈多
新興食肆開業，在齋期如常出售肉
食，而太平清醮近年演變成為嘉年華
式旅遊活動，齋戒的傳統受到衝擊，
不少商戶都以不同理由未有嚴格守齋
戒肉。

派傳單促「勿售葷」
太平清醮值理會今年特別加强宣傳，

昨日特地向島上商戶派發傳單，呼籲他
們遵守齋戒期，在20日至22日不賣葷，

鼓勵參與太平清醮活動的市民及旅客一
同按照習俗在太平清醮期間食齋戒肉。
太平清醮值理會上月已經向島上200

間商戶發信，呼籲他們在持齋戒期間暫
停賣葷，但至今只有70間至80間商戶
表示支持，數量不足全部商戶的一半，
但何麗安表示，今年計劃響應呼籲的商
戶數量已經較去年上升。
何麗安補充指，有幾間大型海鮮檔

已經答應支持太平清醮值理會的呼
籲，在齋戒期間會暫停營業，估計一

些仍未回覆值理會的商戶亦不一定反
對按照傳統齋戒，只是未能及時回
覆，期望今年支持齋戒的商戶數目可
由去年的50%增加至80%。
另外，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與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昨日在長洲北帝廟遊樂場合
辦「攀爬嘉年華」，為今年的搶包山比
賽熱身，吸引不少市民即場報名參加，
多間本港大專院校、政府部門、公用事
業及工商機構昨日亦組隊參與攀包山隊
際接力賽和團隊挑戰比賽。

香港文匯報匯（記者 文森）中環必
列啫士街街市將活化成香港新聞博覽
館，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活化工程
接近完工，剛取得屋宇署的佔用許可證
即入伙紙、消防處消防證書及機電工程
署的升降機准用證。他說，博覽館將免
費開放，本月中會測試電腦系統及內部
裝修，預計10月完成並開始試業，12
月正式營運。

親身體驗當記者主播
黃偉綸昨日在網誌指出，「香港新
聞博覽館」招牌由已故的國學大師饒宗
頤所題，接待處牆身裝上大電視熒幕，
日後會播放不同電視台的新聞和新聞館
定期製作的短片。
展覽館的地下及一樓將會對外開
放，設有不同的專題展覽、新聞體驗
館、多用途活動室等。地下將展出香港
報紙、電台、電視台等的發展過程，以
及香港自開埠以來的政經民生大事。
他表示，參觀人士更可以到館內附
設的錄影室親身體驗當記者和主播的滋
味，加深了解新聞工作。
另外，由於街市一部分曾為美國公
理會佈道所（現稱中華基督教會公理
堂）舊址，孫中山先生曾於該處居住和
受洗，所以館內也會展出有關孫中山先
生的新聞事跡。
黃偉綸續指，博覽館會保留昔日街
市的痕跡，例如家禽屠宰房，該處將介
紹昔日香港對抗疫情的新聞，例如鼠
疫、禽流感、「沙士」 等新聞大事。
新聞工作者在採訪時經常奮不顧身，為

市民報道第一手資訊；而資訊的流通，
亦有助提高市民在疫情中的衛生防護意
識。黃偉綸表示，他與市民均不希望香
港再有同類不愉快的新聞，「沒有新聞
就是最好新聞」。

展《循環日報》1878年報道
黃偉綸並表示，在活化歷史建築過程

中，會遇上很多困難，需要靠建築師和
承建商共同努力去解決。而豐富博覽館
的內容，就要靠業界和有心人士的支持。
博覽館其中一件珍貴展品，就是

《循環日報》於1878年出版的一份報
章，是140年前有關船舶往來及貿易
的報道。由於以前沒有科技協助保存
不同媒體的舊報道，很多真本已經失
傳，黃偉綸鼓勵有心人可以考慮向博
覽館捐出珍貴舊物作展覽，以豐富博
覽館的藏品。
黃偉綸指，自己作為前新聞處處長，對
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態度及工作熱誠敬重有
加，新聞界對香港的歷史及未來發展亦肩
負關鍵角色。他對香港新聞博覽館充滿期
待，希望將來透過不同活動，推動公眾深
入認識新聞行業的工作和發展。
香港新聞博覽館的前身為必列啫士

街街市，位於中環必列啫士街2號，二
次大戰後由當時的市政局倡議興建，於
1953年啟用，是當年香港市區首個同
類型的市場建築。古物諮詢委員會於
2011年將之評為三級歷史建築，2013
年被納入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
劃」項目，現將活化為亞洲首個以新聞
為主題的展覽及教育中心。

街市活化博覽館 獲入伙紙12月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屋平均輪候
時間突破5年大關。房協主席鄔滿海昨日在一
個電視台節目上指出，土地供應短缺，相信
情況短期會持續。政府提出公私營合作，發
展逾一千公頃私人農地，將其中部分撥作資
助房屋，鄔滿海形容是雙贏方案，建議將土
地分開公私獨立發展，房協亦樂意參與。
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建議，將地一分為

二，一部分由房協發展做資助房屋，由房協一
手一腳負責規劃、設計、建築、銷售及日後管
理。另一個做法是以往都有，是混合發展模
式，由發展商負責設計，由房協負責銷售。

指補地價須公平公正
他又指，私人發展商擁有農地，若政府提

供基建，可增加地積比及房屋供應量。他認
為，難以為公私營合作設定一個固定房屋比
例，需就不同地區、面積等由政府和發展商
商討。增加地積比、政府投放等，都不能以
同一個方程式去做，需將計劃解釋清楚，如
何分配樓宇，投放及收入多少等，都可以令
市民了解計法。
他稱，在土地供應不足情況下，公私營
合作增加土地是雙贏的局面，又指最重要
是補地價機制做得公平公正，以免政策向
發展商傾斜。政府亦正構思由一個專責委
員會審批申請，房協樂意參與，但要小心

審批委員會會否有利益衝突。
鄔滿海續稱，人口老化是香港一大挑戰，房協以往

曾推出以中產為目標的長者安居樂計劃，以及負擔能
力較高的住屋計劃，如位於北角的「雋悅」，反應良
好，所有單位已經租出，希望能做到示範作用，吸引
發展商仿傚其做法。但他指，房協日後重心會轉向資
助長者房屋，未必會再推出這類非資助模式的項目。
他又說，政府去年邀請房協研究，在兩處郊野公

園邊陲興建公共房屋的可行性，顧問公司正進行相
關研究，預計需時兩三年，最終是否發展要交由政
府拍板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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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會今年特別加强宣傳，向長洲島上食肆派發傳單。

■■太平清醮值理會呼籲商戶在齋戒期間暫停出售肉食太平清醮值理會呼籲商戶在齋戒期間暫停出售肉食。。

■攀爬嘉年華昨日在長洲舉行。市民在許願卡寫上心願。

■街市昔日未翻新前的模樣，地下原本售賣魚和家禽。 發展局網站

■■街市一樓原為室內遊樂場街市一樓原為室內遊樂場，，活化後保活化後保
留留「「跳飛機跳飛機」」等玩意等玩意。。 發展局網站發展局網站

■黃偉綸為大家打氣。 發展局網站

新新

舊舊 舊舊

■■博覽館名為饒宗頣教授博覽館名為饒宗頣教授
所題所題。。 發展局網站發展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