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銘心經常參加地區會議，協助解決
問題。

▲鄧銘心關注區內少數族裔青少年的發
展，去年更成為師友計劃的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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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建睦鄰社區
增添市民幸福感

鄧銘心：港住屋狹小需擴展生活空間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蕭潔景

發揮所長 這是鄧銘心第
二次擔任油尖旺區

議會議員。2015年，她在尖東及京
士柏選區勝出；2019年，她在當時
黑暴亂港的環境下落敗。 「當時無
論我還是義工，擺街站的時候都要
格外小心，有點形勢不對都要馬上
收站，千萬不要和那些人起衝
突。」 今次區議會選舉中，她循地
委會界別當選。

作為註冊工程師，鄧銘心在先
前擔任區議員時，就經手了不少與
房屋相關的案例，包括幫忙成立
業主立案法團、搞大維修等等，
她都可以提供一些尋找幫助的途
徑。

鄧銘心說，有時候業主沒有關
心賬目、沒有投票選一些合適的人
進法團，或者沒有監察法團的運
作，一有壞分子乘虛而入，就很容
易出事。 「我也見過很多管理公司
不太可靠，給了管理費，還會出各
種 『甩漏』 （差錯）。」

鄧銘心說，根源上還是要加強
教育，政府要更多告訴市民法團是
什麼，為什麼法團很重要，為什麼
有法團比沒有法團更好。她說，自
己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街坊看
一些文件，也會列席一些會議。
「讓對方知道不是沒有人在幫忙、
沒有人在看着的，不要欺負街坊年
紀大。」

油尖旺是舊區，舊樓多，與物
業相關的求助也多。鄧銘心坦承一

個人的力量始終有限，作為無政治
聯繫的獨立人士，資源可能也不如
一些大政黨。但好在這屆區議會看
重團隊合作，很多事大家可以互相
交流分享。比方說一些屋宇維修的
案子，有時候她手頭可能只有兩三
戶，別的大黨可能有幾十戶，就可
以合作解決。

為助街坊缺席首次區會
新一屆區議會有了更多的新規

定，也有了議員監察機制。鄧銘心
說，現在要多做一些文書和記錄性
的工作，而且今年更着重溝通工
作，要做到 「上情下達、下情上
達」 ，區議員要到地區去搜集市民
意見，貼地了解街坊需要並傳達給
政府。

先前缺席了油尖旺區議會第一
次大會，鄧銘心解釋說自己其實很
想參會，從來沒試過這樣 「失
場」 。她說，當天在京士柏有一個
屋苑法團的年會，很多街坊臨時打
電話諮詢，瑣碎的事情太多，沒辦
法提前告假，事後也向區議會主席
作了說明。

鄧銘心承認，可能還需要更多
時間適應區議會的新規定。自己平
時的工程師工作最近也多有耽擱。
「雖然是再次回到區議會，但很多
東西也正在摸索，即使是一些幾十
年經驗的區議員，也都在適應中，
看看我們能怎樣做得更好。」

大公報記者黃釔淼

善用專業身份 助大廈組法團區議會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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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油尖旺區議會新任區議員鄧銘心的辦公室位於油麻地鬧市，身兼區
議員和註冊工程師的她，同樣有港人共同的苦惱： 「在香港好像日做夜
做都變成交租」 ， 「每層樓都是又細又貴」 。但她回憶說，過去住公
屋，有鄰居、有共同分享的空間， 「互相擴大了生活的圈子」 。她希望
推動建立睦鄰分享的社區，讓市民開心地生活，增添幸福感。

與宣傳照上的長髮形象不同，記者
眼前的鄧銘心區議員是一副幹練的短髮
形象。辦公室剛裝修完成不久，她正忙
於收拾，完全沒有 「高冷」 的專業人士
光環，更像鄰居街坊。工程界向來是男
多女少，成為女工程師已屬不易，為何
又會投身社區服務？

地區工作源於互相幫助
「我們在香港，每層樓都是又細又

貴，還越來越細、越來越貴。這時候怎
麼擴展自己的生活空間，或者自己的人
際關係，的確是一個課題。」這也是鄧銘心
成為區議員的初心。她說，自己一直都
有遠親不如近鄰的心態，把左鄰右里、
樓上樓下的鄰居都認識了一遍。 「有時
候有一些水果、蛋糕，我真的會去鄰居
家拍門，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天。」

慢慢地，她發現屋苑（小區）裏有
一些事情需要解決， 「有些問題我們屋
苑解決不了的，隔壁屋苑又好像做得很
好。於是我又想辦法去認識隔壁屋苑的
委員和主席，結果整個區內的幾個主席
和好些委員我都認識了，慢慢就想成為
區議員。」

「其實社區工作就是源於互補不
足，互相分享經驗、互相幫助，我也一
直想構建一個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的社
區，這樣大家生活都會開心一些。」 鄧
銘心認為，今天大家很多時候都不認識
鄰居，也就少了睦鄰關係。

「以前七八十年代時大家的居住環
境也很細。我記得我婆婆的年代，住的
公屋都沒有房間，進了門既是廳也是房
還是廚房。但當時的人都比較有正向思
維，比較知足常樂。」 鄧銘心回憶說，
以前就算公屋很小，大家都會認識鄰
居，以前的走廊也都是大家一起玩，好
像成了自己家的一部分。「這樣大家的空
間感會大一些。好像大家互相擴大了生
活的圈子，就不會困在自己的小天地裏。」

促進消費為居民帶來好心情
除了居住環境，鄧銘心也希望促進

消費能為居民帶來好心情。她說， 「出
街」 應該是一個很開心的活動，大家減
下壓，見見朋友、吃飯、看電影、購
物。 「之前大家看到油尖旺入夜以後黑
漆漆一片，那時候我就說不止夜經濟，
日夜都要搞。」 鄧銘心認為，只有讓大

家白天賺到錢，才能促進夜晚消費，形
成正向的循環。

她直言，要促進消費，難在香港的
租金太貴了。 「在香港好像日做夜做都
變成交租。之前疫情的時候固然很艱
難，但沒想到疫情一結束立刻就開始加
租，連我現在租這層寫字樓都加租了。
現在很多人喜歡到外地消費，覺得 『又
平又靚』 ，我相信這些地方的租金都不
會有香港這麼貴。比方說在廟街開一個
食店，你想要賣多少碗麵才能收回成
本？又怎麼去考慮提高食物的水準和服
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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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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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財：研六層機制支援學童精神健康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學童精

神健康問題，近期引起外界關注。精神健康委
員會新任主席林正財昨日（14日）表示，政
府正研究六層機制，處理學童精神健康問題。

林正財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由
上月起開始試行的應急機制將於本月底結束，
不論機制是否會延長，都要對整個支援機制進
行優化。他指，政府正研究六層機制，分別為
現行的三層應急預防機制，以及三層的轉介機

制。最後在緊急情況下，大眾可透過熱線
18111求助，校長都需要有熱線求助，委員會
將檢討這個熱線應否恆常化。

林正財又表示，世界衞生組織及衞生署
有一個頗清晰的指引，每個學童每天有1小時
中度或強度運動時間（見圖），他覺得這在學
校環境中絕對應該強制推行，以協助紓緩問
題。當局需要研究怎樣能夠鼓勵、提供誘因，
甚至監管他們。

【大公報訊】英國首相蘇納克日前妄議正在審理的黎智
英案件，公然干預香港司法公正，連日來一批批市民前往英
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昨日有多位市民和多個團體到英國駐
港總領事館前高聲譴責英國政府干預香港司法制度、干涉香
港事務，並強調香港司法獨立，不容外力干預，英首相干預
黎智英案的無理之舉注定徒勞無功。

逾10位退休人士昨日手持 「反對英國政府干涉香港事
務」 、 「香港司法制度不容干預」 等標語來到英國駐港總領
事館前抗議。他們表示，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英國對香
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根本無權假借《中英
聯合聲明》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干預特區司法，影響司法
公正。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一行數十位成員昨日手持寫有中英雙
語的橫幅，強烈譴責英國首相妄議黎智英案，並高呼 「中國
國家安全 豈容英國干涉」 等口號。聯會表示，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被控 「串謀勾結外國
勢力」 等罪，案件正於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英國首相
對案件說三道四，此舉是公然干預香港司法公正，聯會同仁
對此表達強烈不滿。

市民朱小姐昨日與一行近20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前來抗
議，朱小姐表示，黎智英的所作所為是背叛了祖國和人民，
他是反中亂港事件的策劃者、組織者，香港法院是依法對黎
智英進行審理及追究責任，無可非議。她強調，香港法治精
神不容踐踏，並堅信英首相無理之舉注定徒勞無功。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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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網上放閃七成子女抗拒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不少

家長都會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相片或片段
「放閃」 ，一項調查發現，近三成受訪家
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相片或影片前，從未詢
問子女意願，逾五成七人覺得子女並不會
因為資訊被分享而有負面情緒。

另外，逾七成學童對父母於網上分享

自身資訊感抗拒。機構提醒家長分享前，
應徵求子女同意。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去年9至11
月，以問卷訪問了近1100名中小學生及近
800名家長。機構協調幹事施文欣表示，
家長將子女資料放上網，或因希望記錄子
女的成長片段，與外地親友分享子女成長

等。不過，兒童或因資料被放上網而憂慮
被取笑，構成精神壓力，長遠可能影響親
子關係。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提醒家長避免
在社交網站透露孩子的個人資料，如果孩
子要求刪除舊照片，亦應該尊重他們的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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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日花4至6小時用電子產品

【大公報訊】記者趙宏報道：香港
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7月至10月，以問
卷訪問773名小學生家長，發現學童在
學習以外，平日平均花4小時使用電
視、手機及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

家長應以身作則多陪伴子女
調查又發現，小朋友在假日期間，

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更增至平均6小
時，較家長多出1至2小時，使用時間超
出衞生署建議，即小學生每天不應花多
過2小時使用電子產品作娛樂用途的指
標。

該會建議家長應避免過早把電子產
品給予幼童，而家長亦應以身作則先放
下電子產品，增加與小朋友互動。

女青年會：已超出衞生署建議

大公教育佳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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