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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訴求就是我們的關切

2018年3月22日，一個普通而又忙碌的日子。這
天下午，我一如往常忙着接聽領保求助熱線，為來
電的中國公民排憂解難、提供協助。下午4時，辦
公室的傳真機收到了一封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的求助函，事情起因是香港居民Z給自己的母親發
了條短信，稱自己涉嫌夾帶毒品被泰國警方逮捕。
Z的母親嘗試與兒子聯繫，卻怎麼也聯繫不上，於
是向駐泰國大使館求助。

閱畢來函，我立即給泰國警方打電話了解情況，得
知Z確實是因在隨身行李中夾帶毒品被捕，目前被收
押在曼谷某監獄中。隨後我撥通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
電話，反饋了有關情況，詳細解釋了探視、寄送生活
費的手續，並按程序向家屬提供了律師名單。入境處
告，Z的父母、姐姐將於近日到泰探視。放下電話，

我們隨即與泰國監獄方面聯繫安排探視
事宜，同時將家屬

匯來的生活費及時轉匯給獄方，確保Z在獄中生活得
到保障。最終，Z的家人一行於4月1日到泰，順利見
到了Z。臨走前，他們還專門給我們打電話，感謝使
館大力協助，見到孩子一切都好感到很踏實、很放
心。我也從心底裡替他們感到高興。

6月14日，泰國法院判處Z監禁22年，並轉入泰
國緝毒局中央懲教所服刑。此後數月，Z的父母、
姐姐多次來泰探視，每次都得到使館的全力協助。

11月16日，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再次與我聯繫
尋求使館幫忙。原來Z的母親擔心兒子在獄中長期
服刑，無所事事，曾在探視時試圖帶書籍進去交給
Z閱讀，但被告知根據規定紙質印刷品不得帶入監
獄，Z的母親希望使館能予以協助。Z母親的想法
令人感動。我便立即致電獄方，了解到其實可以帶
書，但每次探監最多只允許帶兩本書，每本不超過
100頁，此前Z的母親帶的書是因為過厚才被獄方
拒絕。我將此情況反饋給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在
後來的探視中，Z家屬順利將書籍帶給了Z，豐富
了Z在獄中的生活。

轉眼間到了12月，Z的母親又聯繫到使館，說她
打算聖誕節來泰探視兒子。過節了，想帶些香港的

美食給兒子嚐嚐，換換胃口，但是怕獄

方不同意，想拜託使館了解相關規定。我與獄方聯
繫得知，允許攜帶包裝好的熟食入內，但不得帶入
生鮮蔬菜水果，而且攜帶的量不能太多，以兩人份
為宜。我將這些告訴了Z的母親。

12月25日，Z的母親去監獄探視完當事人後，還
專門來使館見我，一同來的還有Z的姐姐。一見
面，Z的母親便緊緊握住我的手，嘴裡不停地說着
「Gratitude」、「Appreciation」。落座後，她有點
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釋，自己不太會講普通話，我們
便用英語交流了起來。Z的母親說這大半年來，幸
虧有使館的照顧和幫忙，才能每次順利見到孩子，
心裡感到很溫暖、很感動。她每次看孩子時，都要
求他好好表現，爭取早日出獄，到時候一定帶着他
再來大使館感謝祖國的領事們。他們樸實的話語讓
我們都覺得非常動容，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夠切切實
實幫到他們，我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半個多小時的見面很快就結束了。臨別之際，我
將Z的母親一行送到門口，並向她鄭重承諾，「你
的訴求就是我們的關切，如需任何幫助，可隨時與
我們聯繫。只要在職責範圍內，我們一定全力協
助。」Z的母親再三表示感謝。

近年來，來泰香港遊客數量穩

步增長。根據泰方統計，2016年為75萬人次，2017
年達82萬人次，增長約10%。2018年前11個月，來
泰香港遊客92.6萬，比2017年同期增長25%，全年有
望突破百萬。近幾年來，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為近百名
中國香港公民提供了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涵蓋旅遊
糾紛、意外事故、人身傷害、監獄探視等各種類型。
我們始終堅持在職責範圍內為中國公民提供協助，盡
力解決他們的關切和困難，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
想，無論大事小事，都全力以赴，維護好當事人的安
全與合法權益，將祖國的關懷傳遞給每一位公民，
堅持不懈打造好「海外民生工
程」。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尹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下月
起收緊申請長者綜援資格，由現時60歲調
高至65歲，引起立法會跨黨派議員及團體
反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表
明，不實施新安排「接近不可能」，何謂
長者的定義亦「遲早要改」，又指動用關
愛基金的機會非常微，但會研究首先為60
歲至64歲的綜援受助人調高豁免工作收入
的金額。另外，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均在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要求政府擱置
收緊申領長者綜援年齡。

羅致光：長者定義遲早要改
羅致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重申，暫
時看不到下月1日不實施新安排的可能
性，並指大部分國家或地區改變政策時都
出現很大動盪，「無論是今年或3年至5
年後執行，都會有不少聲音要求延續現有
年齡資格，直至被迫不能不改為止。」他
表示，香港對於長者的定義已落後於其他
國家或地區，並指國際退休年齡或領取福
利年齡均是65歲，認為這是國際之間對
長者概念的大趨勢。
羅致光強調，不存在逼迫身體不適的長者

去工作的情況，並指會在適當時候公佈如何
令60歲至64歲人士得到更合適幫助，「一
些不需要透過財政撥款的措施會較易處理，
例如為身體欠佳的綜援受助人改善領取相當
於長者綜援金額的程序，亦會研究調整領取
綜援的收入豁免金額及改善資助僱主聘請60
歲以上中高齡人士的計劃。」
對於有建議動用關愛基金為60歲至64

歲綜援人士補足長者綜援金額差額，羅致
光指今次措施並非因為要改動政策而需要
補漏拾遺，除非政策再有變化，否則動用
關愛基金的機會非常微。羅致光在節目後
接受傳媒訪問時補充，整體綜援豁免計算
的工作入息10多年無修訂，會研究首先
為60歲至64歲的受惠者調高豁免金額，
同時會簡化身體欠佳的綜援受助人領取相
當於長者綜援金額的申請程序，有機會於
下月1日前完成修改。

梁志祥：改動缺社會基礎
多名立法會議員則在立法會福利事務

委員會上批評政府修改申領長者綜援年
齡的決定，其中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

員陸頌雄認為此舉是對長者無良心，過程中亦缺乏
諮詢且欠缺政策配套，要求擱置。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表示，不少私人企業仍然以60歲為退休年
齡，認為是次改動欠缺足夠社會基礎。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將於明日的立法會

大會上動議無約束力議案，辯論檢討綜援制度，並對
議案獲得多數議員支持感到樂觀。他指如最終獲通
過，將邀請不同黨派議員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直
接與對方商討，擱置收緊申領長者綜援年齡。
他續說，認同羅致光不計劃動用關愛基金為60歲
至64歲領取健全人士綜援的人補足金額，因基金並
非用作高官「補鑊拾遺」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向
立法會申請175億元撥款，進行西九文
化區綜合地庫餘下工程。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表示，有關項目
面積約10個香港大球場，需要滿足多
項特殊需要，包括承托上蓋發展，有
別於一般地庫，所以成本較高，土木
工程處估算後認為屬於合理水平。
根據立法會文件，綜合地庫分為5

區，即2A、2B、2C（統稱為綜合地庫

2區）、3A及3B，總長約800米，闊約
200米，面積約170萬平方呎，相當於
維園的面積。

面積約10個大球場
首階段及第二階段進行的3A區及3B

區建造工程，將於今年第一季大致完
成，第三階段3B區的餘下地基工程、
3B區的主建造工程和3A區的餘下工
程，約在2022年或之前分階段大致完

成。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75億元，
以進行綜合地庫2區餘下工程。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昨日

在立法會表示，2008年財委會批出216
億元撥款，主要用作興建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綜合地庫的概念則於2009年至
2011年，經三個階段的諮詢後，才採用
現時的方案，強調今次提出175億元的
申請並不涵蓋在216億元撥款內。
她指出，有關項目的面積約10個香

港大球場，加上需要滿足多項特殊需
要，包括承托上蓋發展，有別於一般
地庫，因此成本較高，經過土木工程
處估算後，認為屬於合理水平。
她補充，根據政府於2013/14年的估

算，地庫的成本約為230億元，其後政
府分別在2015年及2018年兩次在財委
會申請三筆撥款，分別為27.2億元、
31.8億元及2億元，餘下金額為176億
元，與今次申請的金額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 由書法篆刻家劉一聞擔
任會長的上海得澗書畫研究會，上周六在
上海莘莊得丘園舉行慶祝成立10周年。除
慶祝晚會外，該會還通過會議、展覽、表
彰、出版等一系列活動，為這個藝術學術
團體慶生。
上海得澗書畫研究會目前有會員80多
人，遍及滬、江、浙、皖、京、遼、魯、
豫、湘、鄂等省份，半數以上是中國書法
家協會會員。現年70歲的劉一聞為創會會
長並擔任至今，孔小平、方斌、吳友琳、
趙勇為副會長，沈愛良任理事長，單國
霖、黃惇、陸康、鮑賢倫、王偉平、陳燮
君擔任顧問。

劉一聞勉謙卑向學
劉一聞在晚會上致辭時勉勵會員們：「在

創作上務必要確實樹立腳踏實地的作風，肯
花大力氣，肯下死工夫，以人之長補己之
短，不論資輩，唯能者為師。尤其要避免沾
沾自喜於一得之見的狹隘心理，要養成謙卑
向學、篤實問學的良好習慣。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以敏感和理性來面對傳統文化的真
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清醒地站在全國
的高度和時代的前沿來談古論今。」
當晚，社會各界名家余秋雨、楊志剛、
鮑賢倫、王偉平、陳燮君、單國霖、凌利
中、王群、丁申陽、張偉生、張遴駿、張
煒羽、袁慧敏、方攸敏、邵琦、沈嘉祿、
祝鳴華等參加慶祝活動。
「澗水無聲」會員書畫篆刻展早前開幕。

兩種作品集印行，其中《澗水無聲》為會員
書畫集，收入53人作品；《鐵筆春秋》為會
員篆刻集，收入35人作品。《得澗年刊》第

四期首發，內容包括劉一聞、鮑賢倫關於海
派書法的學術對話、劉一聞撰《一代印人方
去疾》、吳友琳撰《得澗十年紀略》、管繼
平撰《史學大家提攜啟功與台靜農的往事》
等。10名會員獲「得澗獎」。
在當今上海藝術界，與篆刻有關的團

體不算少，然而經過正式註冊者則為數

寥寥，除了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僅有海
上印社、上海浦東篆刻創作研究會、上
海得澗書畫研究會等幾家，更多的則是
同門或朋輩之間的民間雅集。
從這個意義上說，得澗書畫研究會作

為藝術團體的「正規軍」，發揮着繁榮
海上篆刻的積極作用。

上海得澗書畫研究會賀10周年會慶

文件指出，將軍澳及觀塘交通需求
日益增加，預計2021年底完工的

將藍隧道，將有助分流將軍澳隧道的交
通流量。收費方面，由於將藍隧道屬將
軍澳隧道的替代路線，同時屬於六號幹
線的一部分，而六號幹線是支援九龍西
部和東部新發展項目的重要公路基礎設
施。基於上述因素，兩者收費應看齊，
即所有車輛劃一收取3元。

料2021年底完工
對於有意見認為，將藍隧道應免費
或收費與將軍澳隧道不同，運房局指
經考慮後並不建議，認為會過量增加
交通負荷，也無助分流將軍澳隧道的
車流量。
文件又指，由於地理限制，將藍隧道
無法設置收費廣場，故計劃斥資3.3億
元引入不停車繳費系統。系統採用無線

射頻識別（須在車輛貼上電子標籤，即
安裝車內感應器），在已綁定的銀行戶
口或信用卡戶口扣除隧道費。

未能繳費者須7天內補交
系統也可自動識別車牌號碼，若汽
車沒有貼上標籤，或未能成功以自動
付款方式繳費，車主須在寬限期例如7
天內補交隧道費。
運輸署計劃於明年第三季開始，向

車主發出無線射頻識別標籤，首張標
籤將免費，但重發、更換標籤就要收
費。新系統可以令繳費更有效率，並
有助部門收集實時交通數據。
文件提到，計劃在將藍隧道通車後

兩三年內，分階段在其他政府隧道和
道路落實不停車收費系統，估計需費
9.5億元。由於全面設置新系統後，將
不再需要收費員，政府會要求營辦商

為員工進行再培訓或作內部調配等。
文件又透露，為提升道路使用效
率，日後調整各種車輛的隧道費時，
會考慮引入「擠塞徵費」和「效率優
先」的概念。運輸署會檢視所有政府
收費隧道、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
的收費，方便使用效率較高和有利經
濟活動的車輛，例如專營巴士和貨車
享有較低收費，而載客量較低的車輛
例如私家車的收費就可能較高。

陳恒鑌盼可達至分流

對於政府建議將藍隧道收費與將軍澳隧
道相同，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
鑌表示歡迎，希望此安排可達至分流效
果。他又認為，在新隧道通車後兩至三
年，才能全面落實採用不停車繳費系統，
進度太慢，希望能同時採用其他收費系
統，以比較不同系統之間的優劣。
對於政府計劃未來調整隧道費時，或

引入「擠塞徵費」和「效率優先」的概
念，陳恒鑌認為，政府不應只在繁忙時
間增加收費，期望在非繁忙時間可以減
價或免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 ) 將軍澳—

藍田隧道（將藍隧道）預計於2021年底落成，運

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由於將藍隧道

將成為現時將軍澳隧道的替代路線，故建議其收費

與現時將軍澳隧道看齊，劃一所有車輛收費3元。

因受地理限制，將藍隧道不設收費廣場，政府將斥

資3.3億元引入不停車繳費系統，並計劃免費向車

主派發車內感應器作繳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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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申撥175億元建西九地庫

■「將藍隧道」藍田交匯處模擬照片。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網上圖片

■「澗水無聲」會員書畫篆刻展開幕。

◀劉一聞致辭。

▲會員們交流。

■陳恒鑌歡迎收費
建議。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隱藏部分支路

擬建行政大樓

綠化斜坡

擬建設有隔音屏或
隔音罩的支路

低於地面的主行車道

擬建設有隔音蓋及綠化平台的
主行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