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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會長湯偉奇逝世 特首致哀
【大公報訊】香港道教聯合會會長、圓玄

學院會長湯偉奇本月15日仙逝，享壽83歲。
香港道教聯合會將於本月29日在世界殯儀館設
靈，舉行公祭，翌日辭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對湯偉奇博士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湯偉奇祖籍順德，中學就讀於九龍的伊利
沙伯中學，其後到美國密歇根大學就讀，畢業
後返回香港從商。他曾回鄉投資興辦自行車
廠，並捐款籌建中小學，並於2008年當選第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13年獲頒授銀紫荊
星章。其父湯國華一生愛國，是九龍總商會當
年決定易幟改掛五星紅旗的關鍵人物之一。

林鄭月娥說，對湯偉奇離世深感哀痛，謹

代表特區政府向其家人和一眾道教善信致以深
切慰問。湯博士德高望重，長年致力弘揚道教
和中華文化，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熱心公益，
貢獻良多，他在2013年獲頒授銀紫荊星章。

積極參與慈善培育人才
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對湯偉奇辭

世深表哀悼， 「湯博士畢生致力弘揚道教，團
結廣大道教信眾，積極參與慈善事務和人才培
育」 。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湯偉奇 「熱心參
與慈善活動及社會服務，對教育貢獻良多」 。
他說，香港道教聯合會是本港主要辦學團體之

一，共有五所中學、五所小學及四所幼稚園，
致力栽培才德兼備的學生，多年來育人無數。

中國道教協會向香港道教聯合會致唁電表
示，湯偉奇 「愛國愛港愛教、品德高尚，畢生
致力於香港道教發展、弘揚道教和中華文
化」 ，又指出湯偉奇 「心繫內地道教界，多次
到內地道教宮觀參訪考察，支持內地道教界的
公益慈善、人才培養事業，與內地道教界結下
了深厚情誼」 ，其逝世是全國道教界的重大損
失。

香港道教聯合會昨日發布訃告，讚揚湯偉
奇一生簡樸，心繫國家，奉行諸善，畢生促進
香港道教發展、弘揚道教文化。



財爺：對再派消費券持開放態度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曼琪昨日
在立法會大會作口頭質詢時表示，疫情
尚未結束，本港經濟前景仍有眾多不明
確因素，詢問政府會否考慮再向市民發
放消費券。

或加入更多電子支付工具
陳茂波表示，政府去年推出的消費

券計劃，向逾630萬名成功登記人士發放
總額約300億元的消費券，社會反應十分
正面，認為它有助於帶動消費氣氛，提
振經濟。他介紹，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
顯示，即使在低基數效應逐步消退的背
景下，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去年8月至11
月，即消費券開始發放的首四個月仍按
年增長9.6%，較去年1月至7月7.6%的
平均升幅有所提高。

陳茂波指出，在考慮會否再發放消
費券，或類似涉及大量公帑的措施時，
政府必須考慮社會經濟情況、疫情反覆
對社會民生的影響、當前財政狀況等，
但他現階段對派發消費券持開放態度，
並透露若最終發放新一輪電子消費券，
或考慮讓更多電子支付工具加入。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認
為，政府應該在社會有需要時提供支
援。他早前已表示，第五波疫情使業界
大受影響，希望政府今年可以派發2000
元至1萬元電子消費券予市民，以振興香
港消費，並再次追問政府會否考慮。陳

茂波重申，今年對於派
發消費券仍持開放態
度，作動態評估，又指
疫情至今，政府有嚴厲
社交措施，須繼續觀察
再作適當回應。

立法會商界（第
三）議員嚴剛關注，有
大批非永久性居民在港
工作多年且持續納稅，
當局會否考慮再次派發
消費券時，把他們納入
合資格人士的範疇。陳
茂波回應，政府檢討消
費券計劃時亦曾收集到相關意見，會從
長計議。

多個政黨呼籲再派
連日來已有多個政黨及團體呼籲政

府今年繼續派發消費券支援市民，促進
經濟發展。民建聯早前呼籲政府參考去
年做法，再向全民派發5000元或以上電
子消費券。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
為，去年消費券的派發效果理想，且這
是幫助市民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工聯
會日前亦召開記者會，建議政府為全港
市民派發不少於1萬元消費券，並強調政
府派發消費券是為市場注入新的資金，
有助提振經濟，並發揮支援市民的作
用，協助市民渡過年關。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下月公布，連日來不斷
有市民及團體呼籲政府今年再發放消費券以支援市
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立法會大會時表
示，社會對去年消費券計劃的評價十分正面，對今
年會否再派消費券持開放態度，現階段會多聽意見
再作考量。若最終發放新一輪電子消費券，亦考慮
讓更多電子支付工具加入。

議員指第五波影響大 冀助提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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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義昊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對今年會否再
派消費券持開放態度，現階段會多
聽意見再作考量。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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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中港用詞不當 應改正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立

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馬逢國昨日在立法
會上表示，建議將所有 「中港兩地」 的
描述都改為 「內地與香港兩地」 。他
說，這個描述源於殖民地政府要作出政
治分割，把香港放到和中國平等的地
位，以此來增加回歸時的談判籌碼。他
提出，許多人將 「中港兩地」 解讀為
「中國內地與香港」 ，看似沒有問題，
但亦可誤解為香港與中國在概念上對

等，理應規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琳亦指出，

「中港」 實屬用詞不當，她引述新華社
對於新聞報道中相關用詞做出發的規
定， 「不得將香港與中國並列提及，如
『中港』 ，亦不宜將內地與香港簡稱為
『內港』 ，可以使用 『內地與香港』 ，
『京港』 、 『滬港』 才是正確表述。」

她呼籲官員與議員以身作則，積極改正
慣性錯誤。

立會通過 疫情嚴峻可遙距會議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

為保障疫下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民建
聯主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
琼提出兩項議案，授權立法會會議或
委員會會議可在指明期間內，按照
《議事規則》及用立法會決定的方式
遙距進行會議。議案在無反對下舉手
通過。

李慧琼表示，兩項決議案是讓立
法會能夠在疫情嚴峻時做好準備，並

在緊急及有需要時繼續履行立法會職
能。

倡擴大應用範圍
她強調，通過決議案不代表立即

啟動遙距開會，只是作出應急安排，
亦相信大會主席及委員會主席在運用
權力時會非常審慎，亦受公眾監督，
而決議案並非永久實施，由議案通過
日起生效，至今年12月31日。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
偉銓認為，遙距會議應用於更大範
圍，包括大型天災、人為騷動暴動、
恐怖襲擊等，立法會過往亦曾被包
圍、封鎖，議員無法返回立法會開
會。謝偉銓建議，立法會應在常用視
像會議程式之外設定一個 「備用」 ，
避免因意外影響立法會遙距會議，又
建議採用由國家開發和管理的視像會
議程式。

促安心增追蹤功能 提升抗疫效果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黎棟國在立法會大
會上提出 「嚴防新型冠狀病毒病輸
入、全方位阻止擴散、盡早落實通
關」 無約束力議案，要求 「安心出
行」 增加追蹤功能、制定疫苗第三針
時間表、依法追究機組人員及國泰責
任等，最終獲得通過。多名立法會議
員質疑現時 「安心出行」 無法起到抗
疫效果，建議實名制並加設追蹤功
能，新民黨議員李梓敬提出質疑，
「無追蹤功能嘅程式，同太陽能電筒
有咩分別？」

李梓敬關注貨機機組人員免檢疫

的問題，批評特首林鄭月娥上周恐嚇
市民免檢疫會影響到香港貨運樞紐地
位，會令到魚生等食材無法運抵本
港。

倡加入顏色警示功能
他強調並非要求政府摧毀空運

業，只是希望機組人員不享有特權，
「點解國泰做生意要我哋小市民埋
單？」 他又指出， 「望月樓」 群組暴
露 「安心出行」 單向設計無法追蹤緊
密接觸者的嚴重漏洞， 「無追蹤功能
嘅追蹤程式，同周星馳電影入面嘅太
陽能電筒有咩分別？」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目前
「安心出行」 並非實名制，有市民使
用太空卡電話和假 「安心出行」 程
式，為防疫工作帶來障礙。他相信經
過這一波疫情，公眾對完善 「安心出
行」 功能的接受程度已大幅提高，促
請政府要求 「安心出行」 實名登記，
並參考內地做法，加入類似健康碼的
顏色警示功能，減低傳播風險。

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指出，長期未
能通關對分隔兩地的家庭造成影響巨
大，希望政府加強與內地相關部門溝
通，為他們提供法律及醫療上的援
助。

▲政府去年派發電子消費券，帶動消費氣氛，提振經濟。圖為去年發放第二期消費券後，市民迫不
及待到商店消費。

外傭申請電子簽證流程 入境處網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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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入境事
務處鼓勵市民多用網上途徑遞交申請與付款，
減少聚集，減低疾病傳染風險。入境處於過去
兩日（18日及19日）舉行網上 「電子化外籍家
庭傭工簽證申請服務」 簡介會，介紹及示範網
上遞交外傭簽證申請流程與注意事項，讓業界
更熟悉電子化簽證申請服務運作，有超過250間
持牌外傭職業介紹所參與。

簡介會由入境處總入境事務主任（簽證管
制）政策及上訴周雅言主講，邀請全港1500多間

持牌外傭中介參加。周雅言在簡介會上介紹網
上遞交外傭簽證申請流程、「電子簽證」 網上付
款流程及 「電子簽證」 樣式、如何使用電子化
簽證申請服務及相關注意事項，並親身逐步示
範網上申請外傭簽證的各個步驟及繳費方法。

綜合參與外傭中介代表的提問，主要關注
三點：一、如果無法使用滑鼠簽署，例如老
人，可否網上遞交申請？二、網上遞交申請時
是否必須填寫通訊電郵地址？三、若移除或遺
失 「電子簽證」 ，是否需重新申請簽證？

就有關問題，入境處解答：一、如無法用
滑鼠、數碼觸控筆或手寫板簽署，可選擇填寫
實體申請表並親身遞交、或郵遞、或投入投遞
箱等現有方式申請。二、網上遞交申請時必須
提供通訊電郵地址，才完成申請手續；所有與
申請有關的通知均會發送至該通訊電郵地址。
三、若移除或遺失 「電子簽證」 ，可透過香港
政府一站通網站、入境處網頁或入境處流動應
用程式，免費重新下載或列印其仍有效的 「電
子簽證」 。

享年8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