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啟剛任藝發局主席
【大公報訊】政府昨日

公布，行政長官委任霍啟剛
（圖）為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主席，任期三
年，由今年1月1日起生效；
楊偉誠獲委任為藝發
局副主席。

行政長官亦委任
藝發局成員，包括區
永東博士、陳嘉賢、
陳美娟博士、陳雪

儀、范凱傑、何聞達、林詩
棋、劉惠鳴、李易璇、梁建
楓、羅光萍、盧永雄、馬志
偉（馬浚偉）、文潔華教
授、潘惠森教授、蕭澤宇、

孫燕華、譚國根教
授、童小紅、黃德
慧、楊政龍及趙志
軍。上述委任公告將
於1月13日刊登憲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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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重整醫療體制 改預防為重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昨日正式開幕，行
政長官李家超主持開幕禮。李家超表
示，在全港18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是
強化基層醫療系統的重要一步，地區康
健中心作為醫療基層樞紐，將在社會推
廣 「重預防、早治理」 的觀念。

康健中心以社區為本
李家超指出，香港是全球最長壽

的城市，但同時亦面臨人口老化問題，
老化速度將在未來10年達到高峰。隨
着人口老化，必須持續提升醫療服務，

改革醫療系統刻不容緩。他將重整醫療
體制，把目前以治療為主、以醫院為中
心的格局，改變為以預防為重、以社區
為本的體制，投放更多資源推動基層醫
療。

他說，基層醫療是市民在整個醫
療系統中的第一站，對改善市民整體健
康狀況發揮關鍵作用。地區康健中心在
基層醫療服務範疇肩負重任，為市民提
供健康推廣、疾病預防、健康風險評
估、慢性疾病篩查和管理、社區復康支
援等服務，並聯繫區內資源，為有需要
的市民統籌服務轉介。

李家超表示，政府上月推出的
《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為強化本港基層
醫療健康體系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奠定基
礎，政府會推動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強
地區康健中心的角色和功能。藍圖提出
的一人一家庭醫生理念和慢性疾病共同
治理計劃正是由地區康健中心擔當服務
統籌等工作。

此外，政府會推出為期三年的先
導計劃，把每年2000元的長者醫療券
增至2500元。新增的500元，會在長者
使用了1000元在預防疾病和管理健康
等特定基層醫療服務後，自動注入醫療

券戶口內。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將包括
在內。

現時全港18區均設有地區康健中
心或地區康健站，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
是香港7間地區康健中心之一，另有11
間地區康健站。各康健中心或康健站也
在區內設立附屬中心或經外展車、外展
隊接觸和服務市民。

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位於鑽石山
啟鑽苑，去年6月底分階段投入服務。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獲食物及衞生局批
出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的三年營運服務
合約。

香港紮作業工會會長冒卓祺介紹，尾禡又稱尾
牙，是東南沿海地區的民間傳統，源於拜祭土地公的
儀式。尤其是一些傳統的公司，對做禡一事非常講
究。一年12個月裏面，每逢農曆初二及十六都會做
禡，除了拜神，一個月裏，這兩天會吃得豐富點。
「尤其是以前舊社會，很多夥計都在舖頭吃飯，公司
會加餐。」

慰勞員工一年辛勞
而尾禡則是每年最後一個農曆十六日，這一天就

更豐盛。除了拜神，公司也會宴請夥計，慰勞他們一
年來的辛勞。至於拜的是什麼神，不同人也有不同理
解。一般而言是拜土地公，也有拜關公、拜天地的，
有些則沒有那麼講究，凡神都拜。有些老店甚至會在
晚間，於店舖門口燒溪錢和金銀衣紙，祭孤魂野鬼。
「三年疫情，少了人聚集，也少了聚餐的機會，辦尾
禡的人也少了。」 冒卓祺說，今年防疫措施放寬了，
氣氛也逐漸恢復了，多了三成生意，更多人在購買元

寶蠟燭的時候，會連農曆新年、開年、啟市的祭品都
一同購買，生意有明顯上升。

大公司未敢大排筵席
「現在的商人也辦尾禡，但拜神儀式少了講究，

晚上吃一頓豐盛的還是會保留。」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
理蘇萬成表示，今晚訂枱的客人也有不少，超過七
成。但都是一些一、兩枱的散座或家庭式聚餐，一些
以往每年都大排筵席的大公司老熟客就繼續取消尾

禡。 「大的公司有擔憂，如果因為大型聚會導致多人
感染，有機會影響運作。我有一個疫情前每年都大擺
60圍的建築公司客人，今年決定繼續不擺尾禡了。」
但蘇萬成認為，隨着疫情進一步常態化，農曆新年期
間和之後的開年旺季，仍抱着非常樂觀的期望。

尾禡都吃些什麼？蘇萬成說也有講究，首先
三牲一定走不掉，就是豬肉、全雞和魚。其
餘也有些好意頭的菜式，例如髮菜蠔豉、髮
菜豬手、冬菇鮑魚之類，講究的就是吃得
好。

有工程公司昨晚提前辦尾禡，老闆娘曾
太表示，昨晚擺了九圍枱。 「正日訂枱困
難，又剛好是周末，提前一天擺會好一些，
不礙着大家休息，也不愁沒有位。」 曾太指
出，疫情三年以來，已經沒有辦過尾禡，今
年社會走向復常，才有機會再齊人聚聚，是
久違了的熱鬧， 「當然希望社會之後會愈來愈
好，大家能多多團聚。」

今日是農曆十二
月十六日，是每年最

後一次傳統禡期，也稱尾禡。不少公
司為慰勞辛勞一年的員工，都會宴請
親戚夥計聚首一堂，舉杯吃喝同賀。
昨日有不少公司提前辦尾禡，有公司
擺了九圍枱，老闆說 「正日」 適逢周
末難訂座，提前一天辦， 「今年齊人
聚聚，是久違了的熱鬧！」

有酒樓喜見今年生意上升，訂座
率超過七成，但因疫情仍然存在，辦
尾禡的一般都是散座或者兩三圍的小
團聚。有大公司因擔憂大型聚會增加
感染風險，今年仍選擇停辦。

復辦尾禡 老闆夥計舉杯歡聚
久違了的熱鬧 酒樓喜見生意升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責任編輯：杜樂民

讓青年接觸不同部門職系 助生涯規劃
政府早前公布青年發展藍

圖，提出超過160項政策措
施，涉及不同年齡階段、不同背景、不同需
求的年輕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
正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將
以 「啟發、扶持、擁抱」 的態度對待青年發
展。局方了解到青年對生涯規劃的需求很
高，希望能更早期擁有不同的生涯體驗，正
計劃與政府不同部門溝通、合作，邀請其開
放內部職系給年輕人接觸，提供多元出路。

提供多元化職業選擇
梁宏正提到，民青局自7月起連同青年發

展委員會參與超過170場諮詢活動，接觸了數
以千計的青年人及持份者，發現中學生、畢
業生等等青年人面臨的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
生涯規劃，這部分持份者希望能更早接
觸到生涯規劃的內容，不僅僅是聽講座
和相關課程，而是可以有 「體驗式」 的
實踐。有見及此，除了在藍圖中提及的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等
「八大中心」 將提供實習機會外，民青
局亦正與不同政策局、部門溝通，開放
政府內部的不同職系給年輕人接觸，及
了解政府的運作，提供多元化的職業選
擇。

民青局青年專員劉家麒介紹，政府

內不少部門已主動成立了青年小組或青年的
溝通機制，並正在計劃具體安排。他笑言，
自己參考了許多受青年喜歡的、涉及不同職
業的 「職場劇」 ，並調查青年的興趣愛好，
目前暫定有十個部門提供實習崗位。除了以
往慣有的保安局的消防、警察職系，機管局
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管理學院或會提供課
程，讓青年可以體驗飛機檢修員、行李傳送
等機場管理相關的職業。在青年十分關心的
環保方面，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願意提供獸
醫、環保主任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的保育
等方面的職系。此外，劉家麒透露，在香港
若考取遠洋輪船的船長牌照，月薪可高達20
萬元。

他提到，許多新興產業、非傳統行業都
需要專才加入，但是青年或對這些範疇缺乏

了解，所以職業選擇被局限於傳統行業，局
方希望藉此機會，為青年提供不同選擇，培
育不同界別的青年人才，支持多元事業發
展。

劉家麒還指出，此次藍圖中亦針對青年
所感興趣的訊息、與青年生活相關的話題
等，專門設立了收集相關數據的青年儀表
版，通過不同的統計數據，及時反映青年的
生活方式、消費習慣、看法及訴求等等，政
府做政策時可以作為參考，青年亦可以藉此
了解、反省青年發展情況。

對青年「啟發、扶持、擁抱」
梁宏正強調，政府推出青年發展藍圖不

是因為單一事件而做， 「青年興，則香港
興」 不是一句口號。藍圖是繼往開來的，將

青年工作系統化、普及化，提高針對
性、多樣性、包容性和公平性，持續性
的跟進，成為每一代青年成長的夥伴。

他並表示，藍圖中 「啟發、扶持、
擁抱」 三個詞是貫穿始終的理念，也可
以說是政府面對青年發展的態度，希望
提供不同的機會讓他們去體驗，啟發人
生的發展方向，並協同政、商、民的合
作，為青年提供支援，以開放的思維去
接受青年的觀念，打造整個社會同心同
德、幫助青年發展的氛圍。

大公報記者 蘇薇

話你知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開幕
禮，與中心職員交流。

尾禡又稱尾
牙，是中國民間
傳統，但昔日社會
上習俗，老闆在尾
禡當天宴請員工，
除了慰勞夥計，還
會請員工吃 「無情
雞」 。

尾禡宴上通常
有一盤白切雞，昔
日社會傳統習俗，
老闆若想解僱某位
員工，就會把這盤
雞的雞頭向着哪個
員工，或是把雞頭
放到他那位員工的
碗中，即示意請他
另謀高就。這種勞
資雙方心照不宣的
解僱方式，人們稱
之為 「無情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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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青局副局長梁宏正：

▼請員工吃 「無情雞」 ，
示意另謀高就。

教育局撥款予幼園教授中華文化
【大公報訊】教育局昨

日向全港參與幼稚園教育計
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撥
款，協助這些幼稚園舉辦校
本活動，幫助兒童認識和欣
賞中華文化及藝術，培養國
民身份認同。每所成功申請
的幼稚園可按學生人數獲發
一筆過津貼，兩級津貼上限
分別為5萬元及8萬元，並向
各有關計劃的幼稚園、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
班級的學校發通函，通知各
學校有關詳情。

另外，教育局為參加計
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撥款
最多4萬元津貼，以改善幼稚
園校舍的通風狀況；以及提
供最多8萬元推動學校行政電
子化；今年度並將幼稚園搬
遷津貼增加一倍至300萬
元，有關津貼延長至2023至
24學年，鼓勵位處人口老化
地區的幼稚園遷往新發展地
區、租用私人校舍的幼稚園
遷往租金較低的校舍或政府
擁有的校舍，以改善幼稚園
的學與教環境。

專訪

▲民青局副局長梁宏正（右）及青年專員劉家麒講解青
年發展藍圖。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邁向復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