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會擬加鐘41小時傾民生
陳健波冀審醫院橫洲公屋等撥款申請 促無爭議項目勿拉布

政府原本計劃在今個立法年度向工
務小組申請1,700億元工程撥款，

但審批進度不如預期，工務小組主席
盧偉國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小
組正常情況下一年開會17次，每次會
議兩小時，有34小時審批申請，但小組
今年雖然已經加開會議，至今合共開會
66小時，但只就28個項目批出1,388億
元。小組今個財政年度僅餘兩次合共4
小時會議，盧偉國承認小組今個會期
內難以審議所有政府提交的撥款建
議。

逾700億撥款有待審批
即使撥款建議在工務小組獲得通過，

亦要經財委會通過才可以取得撥款，但
財委會的審批進度同樣緩慢，陳健波在
同一電台節目中表示，財委會今個年度
至今只批出615億元，尚餘逾700億元經
工務小組通過的撥款有待審批。
財委會今個年度尚未就重建或改建醫

院、橫洲公屋發展前期工程等牽涉民生
的項目進行審議，陳健波早前已經就加
開41小時會議諮詢議員，「若相關項目

未能在7月前通過，工程最少延誤4個
月，這些民生項目一直積壓對社會沒有好
處。」
陳健波透露，具爭議的「明日大

嶼」前期研究將於未來一兩周在財委會
審議，並承諾會預留充足時間討論，但
指討論進度仍取決於議員的質素，批評
有議員過往以重複提問等方式干擾討
論。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指，審批進度不

應與批出的金額掛鈎，陳健波指同意
有關意見，但認為財委會開會時間有
限，主席要「睇餸食飯」，議員若想在
審議相關議題時有更多時間討論，就要
作出取捨，他批評有議員經常將已經在
工務小組或人事編制小組討論過的議
題，在財委會重提。他強調，自己每次
作出「剪布」決定均有依據，並會作出
解釋，指立法會秘書處不會讓他「亂
來」。

盧偉國：議員「不守規則」累事
盧偉國亦認為，立法會不存在議員沒

有足夠機會讓議員就各撥款建議表達關

注的問題，指工務小組及財委會現時均
面對會議時間不足是因為議員「不守規
則」。他以上市公司作比喻，指財委會
角色如董事局，一般公司的董事局不會
重新就轄下小組的建議重新進行研究，
但不少議員現時卻在工務小組及財委會
提出事前在相關事務委員會討論政策問
題。
盧偉國又表示，即使財委會在未來一

個月大量批出撥款，相關的工程亦已經
出現長達半年的延誤，並批評一次過推
出大量工程的情況不健康，令建造業
「一時餓死，一時做死」，工務工程最
理想是可以穩定地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近年不時出現「拉布」亂

政情況，不少關乎民生的工務工

程也被「拖死」，不論是財務委

員會，抑或轄下的工務小組審議

進度均未如理想。財委會主席陳

健波透露，財委會繼決定加開20

小時會議後，正諮詢議員再多開

41小時會議，務求在會期內審議

醫院、橫洲公屋等撥款申請，另

外他要預留時間審議「明日大

嶼」中部水域人工島的前期研究

撥款申請。他批評說：「若議員

想有更多時間討論具爭議的項

目，處理無太多爭議的撥款申請

時，就不應重複已經討論過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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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勉港青北上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國政
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個
活動時指，內地有更多不同類型的產
業，可以讓青年一展所長，並引用國家
禁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警務處前處長
曾偉雄，獲中央政府提名競逐聯合國駐
維也納辦事處總幹事兼聯合國毒品和犯
罪問題辦公室執行主任，是港人參與國
家治理實踐的好例子，勉勵年輕人考慮
到內地發展。

以曾偉雄獲薦入聯合國為例
梁振英昨日在一個公開活動上致辭

時，提到曾偉雄獲中央政府提名競逐聯
合國職務，指有關成就是港人過往所難
以想像，「20多年前、97之前、香港未
回歸的時候，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香港
人可以去聯合國任職？如果有的話，那
個人一定是英國人，不是我們中國
人。」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會見港澳代表團
時，肯定港澳在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
提出希望港澳更積極主動融合國家發展
大局。
梁振英引述有關講話並指出，曾偉雄
現時的工作便是港人參與國家治理實踐
的好例子，曾偉雄除了獲提名競逐聯合
國職務外，早前亦曾以國家禁毒委員會
副主任的身份，代表中國到泰國出席國
際會議，「不是只參與國家一般諮詢工

作，而是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協商，做好
全面禁毒工作。」
他指出，香港的經濟較為單一，只是
以金融及專業服務產業為主，年輕人到
外國發展未必可以獲發工作簽證，他認
為內地比香港有更多類型的產業和就業
崗位，鼓勵本港大專生在學有所成後到
內地工作及深造，相信願意到內地發展
的年輕人必定可以學以致用 ，一展所
長。

良師鼓勵學配音 視障女誦傳「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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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香港見證了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
署署長梁肇輝，和故宮博物院院長
王旭東簽署諒解備忘錄，以將一批
漁護署在早前打擊走私的執法行動
中檢獲的木材，贈送予故宮博物院
作文物修復和古建築修繕之用。
林鄭月娥昨日中午在民政事務局

局長劉江華陪同下，於禮賓府與王
旭東會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
局主席唐英年及香港賽馬會董事局
主席周永健出席了其後的宴請。
林鄭月娥歡迎王旭東4月上任後

短時間內便應她的邀請訪港，親身
了解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最新情
況，足證他對香港有關發展的重視
和支持。
她感謝故宮博物院過去促成多項

故宮大型展覽在港展出，亦一直對
建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大力支
持，讓故宮博物院珍貴的文物得以
在港長期展示。

林鄭見證簽備忘錄
此外，故宮博物院亦在2017年

起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每年暑期
舉辦「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
劃」，擴闊學員在文物欣賞和保育
的眼界和經驗，深受香港青年歡
迎。她期望與故宮博物院開拓更多
合作項目，豐富香港市民對中國文
化藝術的認識。
會面後，林鄭月娥見證了梁肇輝
和王旭東簽署諒解備忘錄。

專家組網上平台
宣疫苗正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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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深粵語配音
導師的龍天生，是無
綫電視藝員訓練班畢
業生，上世紀70年代
曾參與多部電視劇及
電影演出，後期淡出
幕前，致力於配音導

演、配音演員以及教授配音
課程等，並成立「龍天生工
作室」。他招收配音學員並
無特定條件限制，最看重是學生的學習態度、聲線條件以及表演
天賦。除淇淇外，他還曾教過一位多動症學員，面對每名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生，他都因材施教，選用不同的教學方法，龍天生
說：「教學生，最重要的是第一堂課，要讓他們對自己建立信
心，不畏懼上場。」
淇淇曾於2016年為Roadshow錄製宣傳片，播出後信心大增；其

後經介紹認識人稱「牛人」的龍天生，開始跟隨他學配音和主持。
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錄音室，龍天生別出心裁的教學方法讓淇
淇嚇了一跳，一開始就讓她為迪士尼動畫新片做配音，要配一句富
感情、夾雜尖叫的對白。淇淇試了幾次都未被收貨，龍便教她想像
自己似追星族，演繹狂熱情緒，經他指點後淇淇才開竅。

龍天生：配音本質是演戲
龍天生認為，配音的本質就是演戲，以聲音演活角色及帶動劇

情。因為視障，淇淇念稿時無法清晰地對應視頻，但她工作態度
認真，請媽媽或老師先講解視頻的畫面，讓她揣摩角色及把握節
奏。為照顧淇淇的視力，龍天生會用大號字體打印配音稿；學習
期間，龍先讀一句，淇淇跟讀一句，從而讓她體會句子的語調和
語氣。後期，龍天生不再給淇淇背誦劇本，而是鼓勵她以口語化
的形式把稿子說出來，用融入角色的表演方法自然配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早前德
國麻疹肆虐香港，不只小孩，連成年人也難逃
一劫。雖然疫苗可以安全有效地預防傳染病，
而政府亦積極推廣，但社會上卻有聲音質疑疫
苗的成效及安全性，導致疫苗注射的數量不理
想。有醫療專家組織冀透過網上平台向市民推
廣疫苗的正確資訊，加強市民的健康意識，減
低醫療壓力。

家長信「反疫苗」拒接種爆麻疹
香港作為一個人來人往的國際都市，病毒容

易由外地傳入，導致傳染病爆發。一群醫療界
別專家成立了「疫苗學堂」，並於昨日正式開
幕及舉辦流感疫苗圓桌會議。「疫苗學堂」召
集人麥肇敬表示，因為社交媒體上有反疫苗的
聲音，質疑疫苗的安全性和成效，令不少家長
抗拒為小孩接種疫苗，導致麻疹爆發。他認為
市民的健康意識需要加強，不能掉以輕心。
「疫苗學堂」希望向市民推廣有關疫苗的正確
資訊。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致辭時表示，政

府雖然有推廣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但市民未必
照單全收，希望能與「疫苗學堂」攜手推廣疫
苗的正確資訊。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級基層醫療學

院教授黃至生指出，長者疫苗資助年齡由65
歲降至50歲以上，及為6個月至12歲小孩提
供金額資助，可見政府對此亦不遺餘力。但流
感已經成為本港的風土病，高峰時期公立醫院
仍然會出現迫爆的情況，建議政府推出疫苗電
子化計劃，讓醫生透過資料庫能了解門診病人
有否接種疫苗，並鼓勵退休醫護人員到社區幫
忙為市民接種疫苗，提高接種率。

倡引入無痛噴鼻式流感疫苗
香港醫學服務基金會主席蔣秀珠表示，希望

政府能引入無痛噴鼻式流感疫苗，代替傳統針
管式注射。無痛注射能針對小孩怕痛的問題，
基金會於早前已在樂富、青衣及東涌的社區中
心免費提供此服務。

■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見證梁肇輝（右）和王旭
東（左）簽署諒解備忘錄。

■一群醫療界別專家成立了「疫苗學堂」，並
於昨日正式開幕及舉辦流感疫苗圓桌會議。

■盧偉國(左)、陳健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現年23
歲的鄧珮淇(淇淇)原本是一名
樂觀開朗、無憂無慮
的女孩，自小愛看卡
通片，模仿卡通片角
色的聲線和語氣，然後
用錄音機錄下來，懷揣
着成為配音員的夢想。惟
10歲那年，罕有疾病—
「線粒體基因突變」來
襲，奪走其視力，並伴隨身
體抽筋及手腳不協調等問
題，需以輪椅代步，配音夢瀕碎。直至遇上
特殊學校老師和社會的幫助，才重燃信心追
夢，先後拜師學配音及參與兩部電影的配音
工作，還成功獲得資助出版首張個人配音故
事集「聲夢傳『淇』」。

特殊學校老師 助人生添色彩
最初患病時，淇淇曾經迷茫失落，感歎
命運不公，原本健談的她也變得沉默寡言，
需要家人貼身照料，淇母表示「幸好家裡裝
咗窗花」，以防淇淇輕生。但今日淇淇已坦
然接受命運，談及這段「灰色」的過往，無
過多記憶，轉捩點是她先後入讀心光和香港
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兩所特殊學校，並結
識啟蒙她的譚蘊華老師。
譚老師憶述，「有一次我播放淇淇傳給我
的電話錄音，就發覺這個女生的聲音很悅
耳。戴麟趾雖然是一所特殊學校，但我們深
信學生亦可發展潛能，於是我便開始和同事
一起探索如何幫助淇淇實現夢想。」
在譚老師的鼓勵下，淇淇成功申請保良局
「夢飛行」青少年正向人生基金，還得以跟
隨資深粵語配音員龍天生學習配音。在龍天
生的指導下，淇淇曾參與兩部電影的配音工
作，還出版故事集「聲夢傳『淇』」。淇母
說，「一直覺得女兒無故患病，前途一片灰
暗，但是現在見到她學習配音稍有成績，好
像灰暗中有了光明。」

錄音壓力大入院 冀勉大家追夢
「聲夢傳『淇』」故事集由8段小故事組
成，大多是由淇淇的見聞和感受改編而成的
童心故事，其中「爸爸的最疼愛的頂心杉」
是源於他們父女的真實經歷。許多父母無奈
地把愛駁嘴的小孩稱為頂心杉， 淇淇也是
爸爸的頂心杉，有時爸爸關切的嘮叨管教，
也會遭到淇淇「無情」的駁嘴，但她在心裡
卻從未忘記爸爸的恩情。淇淇常年出入醫
院，但一直吃不慣醫院的飯餸，爸爸疼惜女
兒，每次都下廚為女兒送飯，過去13年

來，淇淇從未吃過一餐醫院飯。
雖然故事集中每段僅兩三分鐘，但淇淇
因為視力問題，不能照稿閱讀，每次都要翻
來覆去背熟後才錄音。其間還因為壓力過
大，數次抽筋入院。而家中不只淇淇一個孩
子，媽媽還要兼顧長子和其他家人的起居飲
食，無法頻繁接送淇淇去錄音，如此下來，
短短的一張故事集，錄製近一年才完成。
儘管淇淇看着心血結晶的作品感到欣慰，

但亦明白與專業配音員仍有差距。淇淇說，
「曾經因為視力和身體上的限制，我對於成
為配音員的夢想已經不存奢望。但是，我得
到家人和老師的鼓勵，決定鼓起勇氣努力練
習及嘗試。希望透過我的經歷和這張錄音故
事集鼓勵大家，不論在高山還是低谷仍可堅
持追求自己夢想，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喜歡動物的淇淇，下一個夢是做動物護

理員，而配音則成為一生的兼職和愛好，用
自身經歷鼓舞更多弱能人士追尋夢想。

▶鄧珮淇父母曾擔
心她有輕生念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聲夢傳『淇』
故事集」
香港紅十字會供圖

■鄧珮淇從小喜歡模仿卡通片裡角色的聲線
和語氣。 香港紅十字會供圖

■龍天生和淇淇在錄音室
香港紅十字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