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個區議會去年區選淪陷，大埔區民選
議員更全部由反對派擔任，地區事務

從此變得政治化，一年一度的節慶活動亦
受影響，該區的端午節龍舟競賽為全港歷
史最悠久的龍舟賽事，但今年不獲區議會
通過撥款而首度被迫停辦。
大埔區龍舟競賽委員會主席蔡錦光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指出，區議會否決撥款申
請之初並未有解釋原因，其後才擺出一堆
「莫須有」理由，如聲稱該委員會壟斷撥
款，對其他團體造成不公云云。蔡錦光苦
笑說：「根本沒有其他團體爭奪活動的舉
辦權，亦沒有其他團體有能力舉辦。」

逾2000健兒失比賽機會
他批評區議會的決定，令近100支龍舟隊
伍及逾2,000名健兒失去比賽機會，「龍舟
競賽不是一般承辦商可以舉辦，首先一定
要有龍舟，端午節賽龍舟要有數十艘龍
舟，每場比賽有10艘，我們有齊幾種不同
的龍舟，有大、有中，也有鳳艇。每次賽
後要將龍舟收藏好。」他指主辦組織亦要
有大量浮粒以搭建浮台，讓健兒上落龍
舟，有興趣和能力主辦的組織寥寥無幾。
蔡錦光直言，舉辦龍舟競賽絕不容易，除

比賽所需物資外，委員會每年亦要在區議會
撥款外另行向地區人士籌集50萬至60萬元捐
款，「還要出錢出力，總支出要160萬元，每
年大埔區議會撥款100萬元分兩期畀錢，第二
期要等一年後完成核數才批出。」
雖說疫情影響下最終也可能無法舉辦賽
事，但最教蔡錦光擔心的是區議會將體育
活動泛政治化，恐持續影響體育發展，
「其實支持地區體育活動亦是區議會職責
之一，但新一屆區議員年初上任以來，大
埔體育會未曾有撥款申請獲批，好擔心會
影響發掘精英運動員。」
除大埔區外，屯門區議會今年審批龍舟

賽事撥款時亦多番刁難主辦組織，如質疑
搭棚建的龍舟看台不開放予公眾，有違撥
款原則、主辦單位有否能力舉辦活動等，
主辦單位雖多次補交文件，但區議會最後
以疫情為藉口拒絕批出撥款。
南區區議會同樣借疫情阻撓龍舟賽事舉

行，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表示，區議會通
知今年首兩季的各項活動撥款申請，均會
延後處理，令端午節未能舉行賽事。南區
龍舟競渡委員會擬賽事延至10月11日在香
港仔海旁舉行，惟未知區議會會否批出撥
款。
有逾60多年歷史的西貢區龍舟競渡亦宣

布取消，西貢區龍舟競渡籌備委員會執委溫
悅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解釋，舉辦龍舟賽
事要動用不少人力物力，亦耗費時間籌備，
而數月前籌備活動時，新冠疫情仍未明朗，
加上自新一屆區議會上場後，攬炒派議員對
不少撥款申請均作刁難，眼見大埔龍舟競渡
的撥款申請遭否決。由於龍舟賽大部分經費
均來自區議會撥款，為免申請撥款時遭留
難，白白浪費籌備活動的心血和時間，故今
年決定放棄舉辦活動。

攬炒區員刻意刁難
對未能舉行龍舟賽，溫悅昌坦言非常可

惜，因市民失去一個參與傳統文化活動的
好機會。他認為這些與民同樂的活動不應
被政治化，希望日後可順利舉行，讓市民
盡興。
沙田區議會的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

會，雖然原則上通過撥款，但該區區議員林
港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有議員在財務及常
務委員會審批撥款時，亦因為活動由無綫電
視轉播而刻意刁難，「他們針對無綫，認為
沒有公信力，指活動由無綫轉播會被罷看。」
主辦賽事的沙田體育會，最終因疫情決定延
期比賽，主動撤回申請。

大埔區龍舟競賽已經有逾80年歷史，由初期的漁
民「牙骹戰」發展成現時全港最具規模的龍舟賽之
一，但今年首次因為不獲區議會撥款支持而要停
辦，大埔區龍舟競賽委員會主席蔡錦光直言極度遺
憾，但表示未來必定會爭取復辦賽事，令端午節扒
龍舟的傳統得以傳承。
大埔區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有龍舟競賽，當時

的比賽只是以艇作為龍舟，屬漁民之間的「牙骹
戰」，而獎品亦只是一籮荔枝。至1959年，活動開始由
新界鄉議局、大埔七約鄉公所、大埔商會、石湖墟商會、
沙田鄉公所及大埔東莞同鄉會等組成的大埔龍舟競賽委員
會籌辦，並定於元洲仔海面比賽，賽事更多次獲時任的港
督到場主禮。
現時負責籌辦大埔區龍舟競賽的大埔龍舟管理委員會，

乃於八十年代初配合地方行政改革而成立，成員包括大埔
體育會、大埔鄉事委員會、西貢北約鄉事委員會、大埔七
約鄉公所、大埔商會、大埔社團聯誼會及新界大埔區漁民
合作社聯合總社，比賽場地亦因應填海工程有所更改，由

1994年起一直在大埔海濱公
園龍舟比賽永久場地進行。
蔡錦光指出，其他地區的龍

舟競渡，大多在海面或有較多船
隻不斷往來的避風塘舉行，龍舟易
受海浪影響，而大埔區則擁有全港最佳的龍舟比賽場地，形
容一年一度的大埔區龍舟競賽是香港體育界的年度盛事。
該區今年的龍舟競渡，雖然因為遭攬炒派議員把持的區

議會否決撥款，最終被迫取消，但蔡錦光明言大埔龍舟管
理委員會明年必定會再次向區議會爭取撥款，希望區議員
聽取他們的解釋後，會理解舉行龍舟比賽的複雜性，改變
決定，重新支持贊助委員會舉辦龍舟競賽。
不過，蔡錦光亦表示，委員會將做好繼續不獲區議會撥
款支持的準備，包括直接向政府或其他民間組織籌集資
金，令端午節扒龍舟的傳統得以承傳。
他又透露，委員會早前已獲民政事務總署撥款70萬元

舉辦「龍舟體驗嘉年華」，惟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活動
未能在今日舉行，暫定在10月4日舉辦。

龍舟不單是強身健體的運動，亦對凝
聚社區有莫大幫助，但大埔區議會今年
1月決定不撥款贊助端午龍舟競賽，令
該區成為全港首個停辦龍舟競渡的地
區，大埔運頭塘龍舟會主席兼教練黃文

基批評區議會將政治滲入體育運動，更表示龍舟隊上
下得知消息後，均感到心如刀割，十分氣憤。
居於大埔的黃文基，20多年前隨母親加入大埔運

頭塘龍舟會，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每年的
端午節是我們的成績表，今年突然無得比賽，個心
『揦住揦住』！」他又指出，其龍舟隊內有持不同政
見的隊員，但全部人知道今年龍舟賽停辦時，一致表
示很失望，批評區議會將政治滲入康體運動當中。
他表示，龍舟活動現時雖然不再是節日性活動，

每年4月至12月都有比賽，而他們一年亦會參與十
多個比賽，但認為大埔的端午競渡賽事，對龍舟隊
而言別具意義，「我們在1999年已經開始在大埔
比賽，我哋住喺大埔、喺大埔生活，當然想喺大埔

參賽，贏畀街坊睇！」
他說，今年受新冠病毒

疫情影響，龍舟賽事數量
已大幅減少，雖然近日有
部分其他的比賽復辦，但報
名十分困難，直言已經作最壞打
算，「如果未能夠報名，只好無奈地更
加努力練習，希望來年大埔會再有龍舟賽事。」他
又透露，在沒有比賽目標的情況下，隊友練習意慾
亦有所下降。
他又指，大埔運頭塘龍舟會是由屋邨互助委員會

分支而成，隊員全部都是街坊，比賽停辦，亦可能
影響社區的凝聚力。他表示，龍舟會過往每年都會
在端午節當日，將歷年得獎的旗幟掛在屋苑的水池
邊，即使近年管理公司以安全為由拒絕有關做法，
但他們在出發前均會在屋苑內大合照，並在比賽後
於屋苑展示獲得的獎項，很多街坊更會特地到場打
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端午節最有節日氣氛的活動莫過於龍舟競

賽，然而多區的區議會「染黃」後，攬炒派

議員不務正業，由他們把持的區議會更多方

阻撓這項傳統活動舉行。其中，大埔區議會

早前以「莫須有」理由，率先否決該區龍舟競賽，使該區有超過80年歷

史的龍舟活動遭逢「文化浩劫」被迫停辦；屯門區議會同樣拒絕龍舟競

渡的撥款，南區區議會也借疫情為由不處理撥款事宜，另外西貢及沙田

的端午節龍舟競賽亦陸續宣布停辦及延期，令今年的端午節全面失色。

有龍舟主辦單位批評攬炒派區議員將傳統龍舟競賽泛政治化，實在令市

民失望。

健兒心如刀割：我想贏畀街坊睇 傳承80載傳統 爭取未來復辦

攬炒龍舟 端午失色
多區龍舟賽遭「黃區會」拒撥款 主辦單位批政治化令人失望

區會拒撥款龍舟賽
大埔區龍舟競賽

主辦團體：大埔體育會 申請金額：100萬元 申請結果：撥款不獲通過

沙田龍舟競賽
主辦團體：沙田體育會 申請金額：80萬元

申請結果：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原則上通過撥款，惟主辦單位在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審批撥款階段因疫情決定延期舉行賽事，主動撤回申請

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
主辦團體：南區龍舟競渡委員會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區議會借疫情為由表明暫不處理活動撥款申請

屯門龍舟競渡
主辦團體：屯門區龍舟競賽委員會 申請金額：120萬元 申請結果：撥款不獲通過

西貢區龍舟競渡
主辦團體：西貢區龍舟競渡籌備委員會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主辦組織擔心反對派會否決，加上疫情關係未有申請撥款
資料來源：區議會文件、龍舟競賽公開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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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龍舟競賽委員會」早前如常在大王爺廟拜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參觀拜神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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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舟競賽遭攬炒派龍舟競賽遭攬炒派
議員多方阻撓議員多方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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