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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增儲備 惠及下一代
九龍社聯撐「明日大嶼」指可根治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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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會長：施子清 施展望
永遠榮譽會長：施榮鋅 施邦寧

榮譽會長：施遠迎 施有用 施自強 施金鎮 施棋杷 施湧注 施鍾杰（以上內地）
施榮忻 施長沙 施昭川 施議鐵 施萬壘 施釗華 施釗管 施河南 施文慶 施扶西
施釗默 施陳金鑽 施美滿（以上本港）

名譽會長：施吳淑敏 施洪美儀 施榮怡 施榮懷 施榮忻 施禮賢 施清華
施琼芳 施輝煌 施祖德 施仲謀 施雅輝 施經倫 施寧嫣 施金章（以上本港）
施文彬 施文偉 施金條 施春德 施回嶺 施釗提 施錦旗 施清枝 施經助（以上內地）

常務顧問：施輝煌 施祖德 施清華 施榮怡 施榮懷 施榮恆 施榮忻 施禮賢 施長流 施燦龍
施釗鈔 施釗育 施水皎 施萬頂 施榮暖 施啟明 施培坦 施培源 施釗遠 施聰白
施鴻彬（以上本港）
施良吟 施壽生 施清溪 施湧造 施清明（以上菲埠） 施清平 施良榮（以上澳門）

會 長：施榮謀
副會長：施清平 施玉成 施榮宣 施再烈 施釗礦 施宣樞 施榮哲
秘書長：施清陽 施釗華 施再福 施清島 司 庫：施文炫 施長沙 施釗默 施吉祥

財務主任：施扶西 施明煌 施建庭 施釗架 庶務主任：施議鐵 施龍祺 施釗俊 施釗管
工務主任：施再烈 施龍江 施清品 施振源 聯絡主任：施宣樞 施湧諒 施育庭 施清偉
公關主任：施萬壘 施昭川 施勝嚴 施志育 康樂主任：施維謀 施榮時 施錦樹 施文雅
福利主任：施清白 施明啟 施清涯 施文集 青年主任：施鵬程 施錦鏞 施少偉 施文淡
慈善主任：施佘淑芬 施曾芷祺 施洪淑珍 施陳玉心
顧問醫生：施聰白 施鴻彬
常務董事：施榮謀 施邦寧 施榮鋅 施清平 施玉成 施榮宣 施再烈 施釗礦 施宣樞 施榮哲 施清陽

施釗華 施再福 施清島 施美雲 施河南 施文慶 施文炫 施議鐵 施扶西 施釗架 施昭川
施萬壘 施萬宗 施清白 施釗管 施釗默 施長沙 施清涯 施祖榮 施仲謀 施明煌 施燦捷
施釗俊 施清品 施明啟 施龍江 施龍祺 施清聯 施清偉 施文集 施錦鏞 施東亞 施釗榮
施建庭 施鵬程 施湧諒 施維謀 施榮時

董 事：施天佑 施棟樑 施釗旗 施少翔 施鷹鐵 施嘉寧 施釗塔 施湧猛 施湧星 施仲偉 施國良
施勝嚴 施開府 施騰龍 施嘉傑 施明旭 施潤池 施鴻基 施鴻游 施佳榮 施仲威 施國良
施榮峰 施鵬飛 施景瑋 施金章 施振東 施子良 施錦銓 施國雄 施志洋 施金龍 施偉雄
施章勤 施瑞烽 施維謙 施友志 施志湧 施伯雄 施宏勛 施榮誓 施建明 施長明 施吉祥
施展芳 施振響 施明祥 施志均 施東曉 施仁和 施世怡 施洪瑲瑲 施洪淑珍 施陳玉心 施莊雪英
施洪敏籠 施曾芷祺 施王玉院 施王麗雲 施張秀勉 施王秀忍 施陳麗明

顧 問：施釗新 施釗貌 施釗典 施釗煨 施清滿 施階級 施榮旋 施清和 施明鵉 施清源 施文雅
施天生 施育庭 施連成 施清標 施聰呈 施捷克 施漢宗 施德意 施志育 施釗德 施天佑
施錦川 施道偉 施湧塔 施釗白 施萬勝 施天然 施清雙 施清輪 施清忍 施經倫 施文鵬
施佳作 施釗轉 施錦樹 施清奇 施培電 施燦陽 施良才 施宣典 施宣河 施清團 施清祥
施清配 施並襌 施宣立

以上董事會成員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聯席董事長：施子清 施展望
永遠榮譽董事長：施榮鋅 施邦寧

榮譽董事長：施遠迎 施有用 施自強 施金鎮 施棋杷 施湧注 施鍾杰（以上內地）
施榮忻 施長沙 施昭川 施議鐵 施萬壘 施釗華 施釗管
施河南 施文慶 施扶西 施釗默 施陳金鑽 施美滿（以上本港）

執行董事長：施榮謀
副董事長：施清平 施玉成 施榮宣 施再烈 施釗礦 施宣樞 施榮哲

天竺庵主持：施美雲 秘書長： 施清陽 施釗華 施再福 施清島
司 庫：施文炫 施長沙 施釗默 施吉祥
財 會：施扶西 施明煌 施建庭 施釗架
庶 務：施議鐵 施龍祺 施釗俊 施釗管
工 務：施再烈 施龍江 施清品 施振源

常務董事：施榮謀 施邦寧 施榮鋅 施清平 施玉成 施榮宣 施再烈 施釗礦
施宣樞 施榮哲 施清陽 施釗華 施再福 施清島 施美雲 施河南
施文慶 施文炫 施議鐵 施扶西 施釗架 施昭川 施萬壘 施萬宗
施清白 施釗管 施釗默 施長沙 施清涯 施祖榮 施仲謀 施明煌
施燦捷 施釗俊 施清品 施明啟 施龍江 施龍祺 施清聯 施清偉
施文集 施錦鏞 施東亞 施釗榮 施建庭 施鵬程 施湧諒 施維謀
施榮時

常務顧問：施輝煌 施祖德 施清華 施榮怡 施榮懷 施榮恆 施榮忻 施禮賢
施長流 施燦龍 施釗鈔 施釗育 施水皎 施萬頂 施榮暖 施啟明
施培坦 施培源 施釗遠 施聰白 施鴻彬（以上本港）
施良吟 施壽生 施清溪 施湧造 施清明（以上菲埠）
施清平 施良榮（以上澳門）

董 事：施天佑 施棟樑 施釗旗 施少翔 施鷹鐵 施嘉寧 施釗塔 施湧猛
施湧星 施仲偉 施國良 施勝嚴 施開府 施騰龍 施嘉傑 施明旭
施潤池 施鴻基 施鴻游 施佳榮 施仲威 施國良 施榮峰 施鵬飛
施景瑋 施金章 施振東 施子良 施錦銓 施國雄 施志洋 施金龍
施偉雄 施章勤 施瑞烽 施維謙 施友志 施志湧 施伯雄 施宏勛
施榮誓 施建明 施長明 施吉祥 施展芳 施振響 施明祥 施志均
施東曉 施仁和 施世怡 施洪瑲瑲 施洪淑珍 施陳玉心 施莊雪英 施洪敏籠
施曾芷祺 施王玉院 施王麗雲 施張秀勉 施王秀忍 施陳麗明

顧 問：施釗新 施釗貌 施釗典 施釗煨 施清滿 施階級 施榮旋 施清和
施明鵉 施清源 施文雅 施天生 施育庭 施連成 施清標 施聰呈
施捷克 施漢宗 施德意 施志育 施釗德 施天佑 施錦川 施道偉
施湧塔 施釗白 施萬勝 施天然 施清雙 施清輪 施清忍 施經倫
施文鵬 施佳作 施釗轉 施錦樹 施清奇 施培電 施燦陽 施良才
施宣典 施宣河 施清團 施清祥 施清配 施並襌 施宣立

顧問醫生：施聰白 施鴻彬 以上董事會成員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晉江南莊同鄉會
香港古婆莊天竺庵董事會

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廿
一日（星期日）假座香港北角
英皇道438號富臨皇宮大酒
樓二樓舉行就職晚會。

主 禮 嘉 賓
全國政恊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施清流先生
全國政恊委員、香港籃球總會會長 施維雄先生
福建省政恊委員、香港晉江社團總會主席 洪頂超先生
福建省政恊常委、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執行主席 王育民先生
福建省晉江市政恊委員、香港龍湖同鄉聯誼會會長 許文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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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成立十二周年暨第五届董事會就職典禮

九龍社團聯會約20名成員，昨早到
政府總部請願，他們手持橫額，

高呼「土地新藍圖、惠及下一代」、
「反對妖魔化明日大嶼」等口號，支持
政府推行「明日大嶼」填海，並將請願
信交予發展局代表。

調查指36.7%人最關注房屋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聯
會於8月20日至9月7日就市民對施政
報告的期望進行調查，收集了2,826名
香港市民的意見，結果顯示，1,038名
受訪者（36.7%）最關心土地房屋議
題，當中35.2%認為需要填海造地增土
地供應，反映香港多數市民支持「明日
大嶼」計劃。
調查又發現，35.9%受訪者認為需要
訂立長遠房屋規劃。九龍社團聯會表

示，以現時每年新登記的公屋申請者達
3.15萬人計算，預計在未來30年新增的
申請者將達94.5萬人，加上原有在輪候
冊上的 27萬宗申請，需要額外增加
121.5萬個公屋單位。

倡重推活化工廈計劃「應急」
九龍社團聯會指出，房屋問題的癥結

在於土地供應嚴重不足，不能長遠解決
住屋需求，而填海造地是香港一直行之
有效的土地供應辦法，「明日大嶼」計
劃可以一次提供過千公頃的土地儲備，
解決香港未來10年至20年的土地需
要，並且可以對土地進行全面規劃，完
善配套，提升環境實力及改善市民生活
質素。
王惠貞指出，「明日大嶼」長遠可為

年輕人提供土地儲備，政府亦同時推出

短期措施增加房屋供應，包括重推活化
工廈計劃，容許業主可免補地價改裝工
廈作過渡性房屋。她強調，沙田、荃灣
新市鎮不少土地均是填海所得，如果沒
有足夠土地，政府便「任何嘢都做唔
到」，民生設施亦需要有土地。
九龍社團聯會並建議政府繼續推展近

岸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及加快發

展新界棕地等。聯會指，經過4個月的
「土地大辯論」公眾諮詢，發展新界棕
地是較受大眾支持的土地發展選項，但
棕地從公眾諮詢、改劃用途到收地、清
拆和補償安置，往往需時十年或以上，
故認同施政報告提前研究新界北棕地的
發展，以及展開其餘760公頃棕地的研
究，探討棕地的發展潛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告提出填海1,700公頃的

「明日大嶼」計劃。九龍社團聯會估計，香港在未來30年須額外

增加121.5萬個公屋單位，而「明日大嶼」計劃可以一次提供過千

公頃的土地儲備，可從根本解決本港土地供應不足情況，紓緩香港

未來20年至30年的土地房屋問題，故支持政府填海增加房屋用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建議
「明日大嶼」計劃引起社會爭論。房協主席
陳家樂表示，過去香港欠缺土地儲備，導致
現時土地緊張的局面，與新加坡和澳門相
比，香港填海造地並不多，認為填海是增加
土地儲備不可或缺的選項。陳家樂指，房協
未來亦會採用混合發展模式重建屋邨，並提
高中小型的單位比例，應付小家庭及單身人

士需求。

填海造地幅度遠遜星澳
房協主席陳家樂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增加了4,000
公頃土地，但由90年代至今只增加2,000公
頃，佔全港土地7%；反觀新加坡填海造地佔
整體25%，澳門佔逾100%，反映香港填海

造地不多，認為填海是增加土地儲備不可或
缺的選項，相信政府推動「明日大嶼」計劃
時會按既定程序進行公眾諮詢及環評報告。
房協有至少七條屋邨樓齡超過50年，陳

家樂透露，房協未來會採用混合發展模式重
建屋邨，同一屋邨內會有出租、資助甚至長
者房屋，並提高中小型的單位比例，應付小
家庭及單身人士需求；將來亦希望可以興建

更多長者屋，提供更多設施及配套讓社福機
構進駐，照顧長者社交和健康的需要。
現時房協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和出租公屋，

需要分別支付一半及三分一地價。陳家樂指
出，居屋售價與市價脫鈎，由七折降至五二
折發售後，房協財政壓力非常大，正與政府
商討未來的補地價安排，期望短時間內有結
果，強調房協目前的財政狀況仍然健康。
此外，已推出一個月的「未補價資助出售
房屋出租計劃」，陳家樂稱暫時只收到七宗申
請，認為反應一般，相信主要與着重私隱及不

習慣共用設施有關。他強調沒有特定指標要做
多少，純粹希望為業主提供多一個選擇，但會
收集公眾意見，考慮提早檢視計劃。
至於施政報告提出的「長者業主樓換樓先

導計劃」，陳家樂估計，目前約有1,500戶
符合資格，業主在未補價第二市場出售原有
單位後，可再在第二市場買入一個面積較小
的單位，同時讓業主可有錢傍身養老。
他預計要花半年計劃細節，希望明年年中

推出，房協會再商討計劃的換樓期限及能否
購買房委會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人工島及
填海議題近月引起廣泛爭議，惟部分反對人
士放棄理性討論，遇有不同意見即惡意攻
擊。歌影巨星劉德華便因為「團結香港基
金」東大嶼人工島方案的短片擔任旁白，遭
網民瘋狂抹黑誹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昨
日一個教育研討會便特別提到，自己和劉德
華最近便因同一個議題成為網絡欺凌的目
標。她指沉迷網遊、網絡欺凌等問題困擾各
國，批評只識科技而欠品德對社會很危險，
並借此強調德育對下一代尤其重要。

慨嘆只識科技無品者如黑客
林鄭月娥表示，科技進步下各地政府都

視「資訊科技能力」為21世紀的關鍵技
能，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近年社交
媒體資訊膨脹，正衝擊年輕人價值取向，她
關注年輕人如何在資訊爆炸的環境中持守正
面價值觀和態度，並慨歎光有科技知識而不
懂品德道德的人，如網絡黑客，對社會構成
危險。
她強調，德育是五育之首，學校除了培

養學生堅實知識基礎，發展學生的明辨性思
維、溝通、創造及自學能力外，更需要培養
學生抱有堅毅、尊重別人、負責任、認同國
民身份、具備國際視野等重要的價值觀和態
度。

梁錦松視人工島社會「投資」
出席同一活動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則被問人工島項目會否違反「量入為出」理
財方針，他強調填海興建人工島屬資本開
支，對社會來說是「投資」，不論發展住宅
或工商業用地均有回報，不應與一般開支混
淆。
他直言，目前香港年輕人上樓、向上流

都十分困難，缺地是其中重要因素，勸年輕
人應該思考是否要「跟風」反填海，讓香港
發展困難。

■九龍社團聯會約20名成員到政府總部請願，支持政府推行「明日大嶼」填海，
並將請願信交予發展局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