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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有140年歷史的魯班先師廟，有望升格為法
定古蹟。古物諮詢委員會將於本周四開

會，討論把位於堅尼地城的魯班先師廟，以及
錦田鄧伯裘故居升格為法定建築。古物古蹟辦
事處並建議，把上環太平山廣福祠評級由二級
歷史建築升為一級，以及將深水埗荔枝角道
386及388號一座戰前唐樓列做三級歷史建築。

140年魯班先師廟
擬升格法定古蹟

保留罕見建築特色及精美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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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班先師廟、鄧伯裘故居建築特色
（部分）

魯班先師廟：

•建築物內外有大量精美的壁畫、灰塑、木刻、石
灣陶瓷裝飾，展現建築美學

•廟宇的第一進和第二進屋頂， 「五岳朝天式」 的
山牆，在香港甚為罕見

鄧伯裘故居：

•建築外貌是清代民間建築，但建築結構及室內裝
修則為中式及西式元素並存

•外牆牆身飾帶及山牆飾帶飾有灰塑，主題為花卉
草木及神話人物，部分仍然保存良好

•大廳有西式設計的托斯卡納式圓柱及拱門

•三層高的更樓內，以花卉圖案腰線及模製天花線
作簡單裝飾

•更樓內的樓梯連欄河及地面，均以紅色為主調，
配以綠色間條和花瓣圖案的水磨石為飾面

•雪花圖案的六角形片瓷磚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

▲鄧伯裘故居建築中西合璧。

▲元朗錦田鄧伯裘故居料將會列作法定古蹟。

供奉三行祖師爺魯班的魯班先師廟，最早建於
1884年，迄今已有140年歷史。每年農曆六月十三
日為魯班先師寶誕，香港建築業界都會大事慶祝，
同業結伴上先師廟廟堂祭祀，祈求工作順利，場面
非常熱鬧。先師廟曾在1928年經歷重建，當年有合
共210個建造業界的公司和個人共同捐贈完成重
建，反映了香港建築業的蓬勃發展。古諮會曾於
2004年9月開會討論，將魯班先師廟列入法定古
蹟，但因業權問題擱置至今。

魯班先師廟內保存大量精美壁畫、石灣陶塑及
泥塑等裝飾，其中在山牆頭墀頭描繪的，正是16世
紀中國小說《封神榜》中的人物，壁畫亦繪有達摩
渡浪等情景。屋頂以彩釉瓦片鋪設，其屋頂建築以
五個形同山峰般的屋簷支撐，是名為 「五岳朝天
式」 山牆支撐技術，在本港非常罕見。

鄧伯裘故居亦榜上有名
錦田鄧伯裘故居是另一個被建議列作法定古蹟

的建築。建築建於20世紀初。鄧伯裘是錦田鄧氏一
名商人，資料顯示，他在教育及醫療方面，為元
朗、錦田甚至新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作為錦田的

地區領袖，他代表錦田鄧族向政府請願，於1924年
去信英廷，要求歸還在1899年被掠走並運送到愛爾
蘭的吉慶圍鐵門，最後成功取回，交還鐵門儀式於
1925年5月舉行。

鄧伯裘故居是一棟長方形單層灰磚建築，長寬
比例極大，有矚目的三層高更樓，長形的大宅及更
樓形成L形，極具特色。大宅內有托斯卡納式圓柱、
拱門等西式設計，樓梯及地板以紅綠色水磨石飾
面，內部建築融合中國傳統及西方特色，大部分完
好無損，見證了錦田及元朗發展。

▲魯班先師廟 「五岳朝天式」 的山牆，非常
罕見。

▲▼廟內外有大量精美的壁畫、灰塑、木
刻、石灣陶瓷裝飾。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最新一份
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將於年內檢討2元乘
車優惠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社會關注是
否會因財政壓力而取消兩項計劃。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2元乘車優惠是德政，
不會取消相關優惠。

據資料顯示2元乘車優惠在2023/24年度
開支約40億港元，較2019/20年度的13億港元

增加超過2倍，連同公共交通補貼計劃開支計
算則高達75億港元。2元乘車優惠由勞工及福
利局負責檢討，勞福局局長孫玉菡昨日重申，
2元乘車優惠是德政，是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所
提供的乘車優惠，不會取消有關優惠，受惠人
群年齡（即60歲或以上人士）亦不會更改，但
由於人口老化、長者數目不斷上升，公共交通
費用上升，需審視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變，以增

加政府財政上的可持續性。他強調會維持政策
原意，亦會聆聽社會不同意見。

檢討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日前則表示，公

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有逾200萬人受惠，會在
財政可持續下繼續推行，今次將檢討每月津貼
門檻、比例和上限等。

林世雄：新規管制度 推展自動車應用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伍軒沛報道：有超
過40年歷史的老牌建築商馮祥記，近日突然宣布結
業清盤，遣散所有員工，約120名直接聘用員工受影
響，10名員工被拖欠6萬元強積金供款，另牽涉二
判、三判，有分判商指被拖欠6000多萬元工程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政府高度關注
事件，勞工處已開設專線方便工友諮詢求助。有建
造業界人士表示，業內投標競爭激烈，若公司早年
為了 「搶標」 ，容易出現資金周轉問題。

分判商指被拖欠6000萬
馮祥記公司網頁已停止運作，網上流傳的公司

公告表示，由於資金周轉問題，公司已進入清盤程
序，即日遣散所有員工，並已任命臨時清盤人，負
責處理公司的資產、債務和其他相關事務。

孫玉菡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被問到馮祥記結
業事件時表示，該公司直接聘用大約120名員工，也
有些二判、三判的工友。政府會了解涉及工友人數
及所需協助，並已聯絡相關工會，一同檢視有沒有
工友需要當局幫助。工友如遇遣散、未獲支付工資
等問題，可通過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取得協助。

積金局昨日表示，馮祥記旗下的祥記馮祥建築
有限公司、逢利工程有限公司、進科亞洲有限公司
等，有參與強積金，有關公司於去年個別月份及今
年1月有拖欠供款，約10名僱員受影響，涉款約6萬
元，積金局已聯絡僱主。

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樑昨日向
《大公報》記者表示，對馮祥記突然結業感到愕
然，截至昨日接獲超過20名工友求助，涉及欠薪約
40萬元，通過法律程序追討。有分判商反映，被拖

欠工程費用達6000多萬元。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會長吳彩華向大公報表

示，對馮祥記清盤感到摸不着頭腦， 「香港近年工
程頗多，行業環境不錯，雖然疫情期間有些阻礙，
但現已恢復，不明白為何老牌公司會突然清盤。」

業界：搶標易出資金周轉問題
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向大公報表示，

「近年來很少發生承建商清盤這類事，這幾年我聽
到的，這是首單。」 他稱若建築商承接大量工程，
但利潤吃不開，容易出問題。由於政府工程很多是
價低者得，業內投標競爭激烈，建築商往往將標價
壓得很低，若搶了很多工程後，才發現利潤無法抵
銷成本，就會嚴重虧損， 「加上早些年有拉布及疫
情等因素影響，工程阻滯不少，也加重建築商負

擔。」 他指近來有不少新工程準備動工，行業環境
不錯，但往後幾年才開始動工，若建築公司已有資
金問題，就遠水難救近火。

伍新華說，聯會有不少會員與馮祥記有商業合
作，恐受結業影響損失數百萬至數以千萬元， 「清
盤消息來得好突然，所有身邊的業界都被殺個措手
不及。」

發展局表示，馮祥記集團旗下的祥記馮祥建
築，是發展局《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內 「建
築」 和 「道路及渠務」 類別的承建商，該公司現時
沒任何未完成的工務工程合約。

市建局表示，已接獲清盤人通知。祥記馮祥建
築承接了市建局觀塘市中心第四及第五發展區項目
「自由空間」 的建造工程，大部分工程已完成，並
會按合約條款處理餘下工程。

馮祥記結業 勞工處專線方便工友求助

推廣新能源公交
交通運輸是排在發電之後的香港

第二大碳排放源，車輛佔香港碳排放
量達2成，特區政府用稅項寬免來鼓

勵市民使用電動私家車，同時亦推廣新
能源公共交通工具，昨日在零碳天地舉辦新能源巴士體驗日。環
境及生態局表示，政府會在2027年年底投放約3700輛電動公共
交通工具。

電能及氫能源巴士，比傳統柴油巴士減少碳排放量，但這兩
款巴士，都要依靠發電廠提供電力產生能源，其實是將部分碳排
放量轉移到發電廠。

相對車輛的碳排放量，發電廠的碳排放量較易管控。若能減
少依賴化石燃料，增加環保清潔發電比例，例如光伏、風能及核
能發電比例，可進一步減低碳排放量，邁向碳中和目標。

香港地少人多，要發展大面積環保發電裝置，受土地資源限
制，必須善用背靠大灣區優勢，在推動環保發電方面與內地合作，
既節省初始成本，又保障了來源，有利持續發展環保交通工具。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林世雄昨日發表網誌，新的自動車規
管制度於前日開始實施，意味無人駕
駛的 「自動車」 在香港行駛的路途
上，踏出新一步。

「航天走廊」設自動駕駛運輸系統
他表示，在新法例框架下，運輸

署可就個別自動車的測試及先導使
用，豁免相關交通運輸條例下不適用
於自動車的條文，方便業界在道路上
更廣泛及靈活地測試和使用，並獲取
自動車在更複雜路況下的實際操作和
應用數據。

他表示，新自動車規管框架落

實，對推動業界進行自動車測試和應
用尤其重要，當中包括機管局將於
「航天走廊」 興建及使用的自動駕駛

運輸系統，以自動車接載乘客，來往
「航天城」 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

工島。而 「航天走廊」 未來更會發展
為 「機場東涌專道」 ，由 「航天城」
延伸至東涌市中心。

林世雄說，世界各地近年不斷測
試自動駕駛技術，他去年在內地不同
地方多次試坐自動車。政府的10億
元 「智慧交通基金」 已批出7個自動
車及車聯網技術項目，期望透過產學
研合作，讓本港的自動駕駛技術早日
走向成熟。

▲林世雄（第二排左一）去年試坐香港國際機場內的自動駕
駛小型巴士。

孫玉菡：2元乘車優惠是德政 不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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