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倡引收地例增建公屋
指修訂長遠房策未見效 徵地可短中期大增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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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會計緣

近日，偶然讀到了香港大學呂麗樺博士和明德學
院游紹永博士編著的《會計．品味．人生》一書，
書中29位香港著名會計師從專業、哲理、休閒、溝
通和樂活等方面分享了他們對專業、對人生的體
悟，慢慢讀來，興趣盎然，不禁勾起了自己對過往
會計生涯的回顧和當年與香港會計同行交往的點
滴。

若從大學就讀會計專業算起，我與會計結緣已逾
18載，我過去的一半時光都有會計陪伴。在過往的
18載中，我求學、就業、成家，每一步都與會計有
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彷彿命運之手始終不曾忘記在
我走到的每一個地方貼上會計的標籤。

會計如良師，引導我認識大千世界。一葉知秋，
滴水藏海，雖然會計只是一門專業，但他提供了我

認識世界的一個視窗。首先，會計作為商業語
言，反映的是經濟活動的運行情況。

通過會計，可

以細究小到一家夫妻小店、街頭食肆的經營狀況，
也可以管窺一個巨型跨國集團、國家政府機器的運
轉機制。其次，會計教會我一個認識世界的框架。
求學時，我尤其喜歡會計學原理一課，中國人民大
學會計系的老師以深厚的理論功力將會計假設、會
計要素和會計恒等式娓娓道來，至今回想起來，每
每都有新的啓迪、新的收穫。此外，會計還磨練了
我認識世界的能力。工作之後，有幸進入財政部會
計司工作，我先後參與了一系列會計信息化標準、
企業會計準則和政府會計準則的制定。會計標準的
制定，務求概念準確、邏輯嚴密，保證會計準則制
度條文經得起各方嚴格審視。工作中，從紛繁複雜
的經濟活動中提煉出共性要素、形成廣泛接受的概
念、並以嚴密的邏輯組織標準文本是必備能力，這
方面的訓練也使我受益良多。

會計似摯友，提醒我不斷認清自我。會計務求客
觀、公允地反映經濟活動，若要公允看待外物，應
首先客觀要求自己。為此，會計有若干「行為準
則」來指導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這些準
則對於個人修身亦有很好的參考借鑒。如「實質重
於形式」原則，要求會計應當按照交易或事項的實
質進行會計處理，而不應僅僅按照法律形式等進行

判斷。在工作或者交往時，形式

固然重要，但我們更應關注事物的實質，交友交
心、處事處真，這也要求我們要不斷培養自己洞察
事物本質的能力，練就一雙能夠看穿表象的慧眼。
又如「重要性」原則，要求對於交易或事項應區分
其重要性程度，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當前世界複
雜多變，我們經常要同時處理很多事情，釐清輕重
緩急，施以恰當應對，方能使我們舉重若輕。再如
「謹慎性」原則，要求在對不確定進行專業判斷
時，應當保持必要的謹慎，充分估計風險和損失。
面對人生中的種種不確定，我們唯有抱最大期望，
做最壞打算，盡最大努力，方有可能得最好結果。

會計像兄長，帶領我廣交各界朋友。作為商業語
言，會計跟隨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也走向全球標準
趨同。作為會計業者，我也有幸借助內地會計行業
國際趨同的際遇認識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
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探討專業問題，分享職業心
得。在內地會計行業走向國際的過程中，香港會計
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引路人和舉薦人的角色，甚至
可以說香港會計界是內地會計界的老師。在來港之
前，工作中我已經與香港專業會計師有過接觸，他
們的專業素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港之後，
與香港的會計專業人士有了更進一步的接觸，愈發
感到香港會計人士對

專業能力的精益求精和對專業精神的執着堅守。能
與這樣的專業人士相識相知，亦是人生樂事一件。

我最鍾意的電影《Forrest Gump》中有一句台
詞，「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貿易中心，會計行業發達，會計歷史悠久，
會計行家雲集。到港已有半年，我初步感受了香港
會計界這盒巧克力精緻造型和迷人香氣，那麽，我
未來將會品嚐到怎樣的味道，領略何種的口感
呢？期待命運之手逐漸引我體
會。

協調部 趙金光

■今年3月，京港會計師簽約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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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住屋租金高企

問題困擾不少基層市民，

公屋供應長期供不應求，

特區政府雖然在去年修訂

《長遠房屋策略》內有關

公私營房屋供應的比例，

但民建聯批評做法未能有

效增加公屋供應量不足的

問題，建議政府引用《收

回土地條例》徵收土地興

建更多公屋，相信是短中

期大量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較有效的方法。 ■民建聯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加快公屋供應。 網上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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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實醫院晚期呼吸系統疾病紓緩治療服務團隊獲醫管局傑出團隊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最新的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原來的
六成與四成比例改為七成與三成之

比，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質疑，
修訂並未能夠改變公營房屋供不應求的
情況。
劉國勳認為，按政府現時掌握的土

地，假設所有覓得的土地能如期推出作
建屋之用，於未來10年間，亦只能興建
約24.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比較於10年
建31.5萬個單位的新目標，相差達6.7萬
個單位的土地，缺口比未修改《長遠房
屋策略》公私營房屋比例前的4.3萬伙更
多。

劉國勳：回歸後引例達169次
劉國勳昨日與多名民建聯成員到政府

總部請願，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徵地，指有關建議可以加快改劃新
發展區，改善公屋供應不足情況。他們

指香港政府過往規劃新發展區時亦曾多
次引用《收回土地條例》，而單是在回
歸後，條例的引用次數亦多達169次，
當中有11宗個案更是直接與發展公營房
屋有關，相信引用條例是短中期大量增
加公營房屋供應較有效的方法。

顏汶羽：「插針樓」欠完善配套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補充，建屋先

要覓地，政府雖然可以在市區興建插針
樓，但大部分「插針樓」都欠缺完善的
社區配套設施，居民生活質素會因而受
影響，強調政府要加快市鎮發展，有好
的城市規劃，市民才可以有「家」，而
不單只是有「屋」。
顏汶羽希望政府可以引用《收回土地

條例》徵收所需土地，從而增加公屋供
應，重燃公屋輪候市民三年上樓的希
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
縈）許多呼吸類疾病患者在疾
病晚期都須經歷極大痛苦，嚴
重影響日常活動及生活質素，
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病是本港現
時第七大殺手，現時未有根治
之法。紓緩治療以全面照顧患
者身心需要為準則，盡量減少
侵入性治療，幫助病患減少痛
楚，醫療界廣泛認為是上述重
症的較適合療法。靈實醫院晚
期呼吸系統疾病紓緩治療服務
（PCNC）開始於2010年，是
本港最早為呼吸類疾病提供全
面紓緩服務的團隊之一，今年
榮獲醫管局傑出團隊殊榮。
截至2018年，PCNC團隊共

為425名晚期呼吸系統病患提供
服務，其中357人都患有慢性阻
塞性肺病。該病主要成因是長
期吸煙，病患呼吸道經長期破

壞導致阻塞及收窄，常有缺氧、氣喘、咳
嗽等症狀。因經常出現呼吸困難，許多該
病晚期患者都承受比晚期癌症病人更大痛
苦。PCNC團隊採用呼吸科和紓緩治療科
協作形式，提供住院、門診及社區上門服
務，盡量使轄區內該類病人減少急症入院
次數，改善生活質素，獲得臨終照顧。
靈實醫院內科部副顧問醫生吳常青表

示，PCNC團隊現有約12名成員，包括資
深護師、物理治療師、專科醫生和醫務社
工等成員，每個人同時還兼任其他科室職
務。在紓緩治療方面，醫生負責診斷、徵
狀控制，物理治療師向病患及家屬傳授以
非藥物治療處理氣喘的方法，護士會與病
患家屬或照顧者協商，制定護理計劃，紓
緩科家居護士還會上門跟進患者病情，社
工則在心靈及社交層面為病患家庭提供支
援。對於危重病人還有臨終照顧、哀傷輔
導等服務。

逾八成接受PCNC者拒心肺復甦
很多晚期呼吸疾病患者因處於極度痛苦

之中，都會選擇非積極搶救，盡量安然離
世。靈實醫院一項統計顯示，接受PCNC
服務的病患逾八成（84.2%）選擇不作心
肺復甦法，家人亦有近八成（78.3%）接
受該做法。
林太的已故丈夫就曾接受PCNC服務，
她憶述，林生患病晚期時狀況很差，不願
出街，常與她講「讓我舒服啲走，我自己
心裡有數」。最後林生沒有接受心肺復甦
法搶救，在家人陪同下，安詳離世，孫輩
亦在他身邊唱起聖詩，直到心電圖變成一
條直線。林太表示，作為家屬心裡其實非
常矛盾，一方面不想他辛苦，但也非常不
捨，最終她還是選擇尊重病人的意志，並
感謝PCNC團隊的介入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位於九龍
土瓜灣地區的「牛棚」，前身是馬頭角牲
畜檢疫站，亦是本港碩果僅存的戰前牛隻
屠房，自1908年至1999年間，牛棚一直用
作牛隻檢疫和屠宰中心。關閉牛棚後，其
前方用地於2001年經翻新和改建成牛棚藝
術村，以重置北角油街藝術村的本地藝術
家，但後方用地則長期未有應用，及至
2016年，九龍城區議會建議推展活化和發
展牛棚後方用地，建設牛棚藝術公園，為
區內提供休憩空間，並配合牛棚藝術村，
推動本地藝術及文化發展。昨日下午牛棚
藝術公園舉行開幕禮，標誌公園計劃竣工
及開放。

避雨亭連座椅實用又美觀
牛棚藝術公園位處土瓜灣新山道，公眾

亦可從馬頭角道經由牛棚藝術村進入，佔
地六千平方米，設計以牛棚歷史為主題，
並特別參照牛棚的建築特色。例如避雨亭
連座椅，與牛棚內瓦頂紅磚單層平房設計
相若，兩層屋頂之間有少許空間，以助空
氣流通。
避雨亭天花的遮陽反光片，則利用了鐳

射打印技術，呈現樹葉落在屋頂上的效
果，可以遮陽並透光，既實用又美觀。
牛棚的多處歷史遺蹟，公園亦予以保

留。原牲口棚的紅磚柱及樹木得以部分保
存，並在地上鋪設木棧道，成為牲口棚遺
蹟景點；另有豬欄、水井、牲口棚牆垣等
遺蹟讓遊人追溯歷史。
公園每日上午7時至下午10時開放入

場，公眾假期如常開放。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在開幕典禮致辭

時表示，牛棚藝術公園與牛棚藝術村會產
生協同效應，成為「打卡」熱點，為九龍
城區提供一個全新推廣文化藝術活動的場
地。他稱讚公園的建築設計團隊，充分尊
重牛棚二級歷史建築的特色，在活化過程
中，運用新穎設計和綠化元素，使公園兼
具歷史與時尚色彩。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署理民政事

務總署署長黃海韻、建築署署長林余家
慧、署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康樂
事務）霍李湘玲等作為嘉賓出席典禮。
附近街坊于先生特意趕來參觀首日開幕

的公園，他表示土瓜灣附近休憩場所不是
很多，也沒有大型公園，最近的九龍寨城
公園亦要乘車才能到達；牛棚後方用地原
本一直閒置，如今建成公園為市民提供休
閒用地，是非常好的決定，有益市民。

牛棚藝園開幕 方便街坊休憩

▲牛棚藝術公園開
幕禮嘉賓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夢縈 攝

◀牛棚藝術村染布
工作坊。

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夢縈 攝

■公園內設施處處與牛相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