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立
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12月7日舉行，
特區政府近期透過多元化的方式推進
選民登記工作。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陸啟康早前去信全港中六學生，呼籲
在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滿18歲的同學
登記成為選民，在今次立法會換屆選
舉中行使他們的投票權、履行公民責
任，共同建設更美好香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在社交媒
體發文表示，陸啟康在信中提到，青
年人是香港的未來、希望和棟樑，香
港未來的發展有賴青年人的支持，一
起自強，意義重大。他在日前舉行的
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分界及名稱
臨時建議公眾諮詢記者會上曾強調，
參與選舉是公民權利，亦是公民責

任。
陸啟康特別呼籲所有合資格人士

盡快登記成為選民，已登記選民如果
最近搬屋，須聯絡選舉事務處更新資
料。合資格人士可透過 「智方便」 提
交地方選區選民新登記或更新選民登
記資料申請，亦可透過 「智方便」 提
供或更新其流動電話號碼和電郵地
址，以及查閱他們的選民登記狀況。

「票箱寶寶」現身海園宣傳
負責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及投票

的選舉吉祥物 「票箱寶寶」 ，近期則
前往海洋公園探訪大熊貓，並與大熊
貓 「合影」 留念。 「票箱寶寶」 還笑
言： 「大熊貓究竟幾多歲成年呢？其
實係咪可以叫盈盈樂樂登記呢？」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為
提高建造業生產力，政府致力推動公私
營項目應用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BIM）」 擬備圖則。屋宇署近年先後
推出樓面面積計算、衞生設備及消防安
全的 「BIM自動核查工具」 ，不但提高
審批圖則效率，更幫助業界有效製作圖
則及審視設計，有宿舍發展項目使用
「BIM面積核查工具」 後，將樓面面積
計算速度，由兩星期大幅縮短至18分
鐘。屋宇署預告，將推出更多自動核查
工具，最快今年底推出樓宇間距規定評
估工具；第三季將就私人界別全面採用
BIM擬備及呈交圖則諮詢持份者，目標
2027年實現電子化入圖則，2029年全面
採用BIM擬備及呈交圖則。

為幫助業界提高呈交圖則的質素及
確定性，屋宇署去年3月推出 「BIM面積

核查工具」 ，業界可免費下載使用，只
需提交單一BIM模型，工具會抽取BIM
模型內各數碼實體及面積物件的相關參
數，就各項樓面面積及38項寬免項目進
行計算，並自動核查《建築物條例》和
契約條件等規定，最終編製成數表，以
計算出發展項目的地積比率及上蓋面
積，供業界擬備圖則，屋宇署亦可利用
工具加快審批。

屋宇署在今年3月再推出 「BIM消防
安全工具」 及 「BIM衞生設備工具」 ，
把核查一般建築圖則工作進一步自動
化。相關工具可自動掃描建築物的不同
構件和耐火屏障，以及評估房間、隔火
間、樓層及樓梯的逃生路徑數量及闊度
是否足夠，並量度和標示距離出口最遠
的位置等。

屋宇署拓展助理署長茹澤生表示，

由於自動核查工具仍發展階段，屋宇署
未有就工具可助提升多少效率作正式統
計和分析，但曾使用自動核查工具的業
界反映，工具可以有效抽取並整合BIM
模型數據，大大便利製作圖則，亦令審
批過程更暢順。他提到，涉及四幢大樓
的港大宿舍發展項目，若用傳統方法製
作相關樓面面積的圖則，需時2星期，而
使用自動核查工具進行相關運算則只需
18分鐘。

將推出樓宇間距規定評估工具
屋宇署將繼續推出更多自動核查工

具，讓業界體驗BIM對其日常工作的好
處，協助他們逐步實現轉型，以達至全
面採用BIM。屋宇署預計在今年底或明
年初，可推出應用於樓宇間距規定評估
工具。

茹澤生表示，屋宇署將於2025年第
三季諮詢各持份者，制定私人界別全面
採用BIM擬備及呈交圖則的技術框架，
目標是2027年實現電子化入圖則，2029
年全面採用BIM擬備及呈交圖則。屋宇
署正考慮是否修例，規定業界使用相關
工具擬備及呈交圖則。

現時透過BIM呈交建築圖則並非強
制規定，政府暫時只是要求預算3000萬
元或以上的工務工程項目必須使用

BIM；私人項目方面，由2019年至今年2
月底，共有25個私人項目採用BIM製作
及向屋宇署呈交圖則，主要是房協、市
建局和港鐵項目。根據發展局2023年發
布《採用建築信息模擬（BIM）擬備和呈交
建築圖則的路線圖》，政府會考慮在出售
土地、批地及換地個案的地契中加入新
條款，由2026年起，要求住宅單位數目
達1000個或以上的住宅項目，以BIM呈
交至少一般建築圖則及上蓋結構圖則。

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由香港佛教聯
合會主辦的浴佛大典暨 「祝福祖國．祝福
香港」 吉祥法會昨日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
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尹
宗華，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出席主禮。大典開始前嘉賓敲響吉祥鐘，
祝願佛光普照、祖國富強、香港繁榮穩
定。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浴佛大典作為本
港一個重要的宗教盛事，成為不少海內外
善信參悟佛理、啟發心性的機緣，他期望
香港能更好發揮亞洲文化交匯樞紐的優
勢，向旅客推廣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中華
傳統優秀文化，展現多元共融的真實面
貌。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文） 林少權（圖）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李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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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舉辦浴佛大典 展現香港多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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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BIM面積核查工具」 製作審批圖則提效

漁護署佛誕巡查放生熱點

【大公報訊】記者李清報
道：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昨日派員巡查以往常見放生活動
的地點，包括大埔碗窰、上水梧
桐河、西貢公眾碼頭及西灣河渡
輪碼頭等，並在該些地點派發宣
傳單張，呼籲市民放生動物前必
須謹慎思量。

漁護署表示， 「市民若不當
地放生動物，包括放置動物於不
合適的環境，可能會影響該等動
物的存活。」 根據《防止殘酷對
待動物條例》（第169章），任
何人不當地放生動物令動物承受

不必要的痛苦即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二十萬元及
監禁三年。

此外，漁護署將於六月六日
「全國放魚日」 舉辦增殖放流活
動，在東平洲海岸公園一帶水域
放流幼魚，以提升本港海洋資源
及改善海洋生態，向公眾推廣增
殖放流對環境的裨益，藉以鼓勵
市民支持及參與以科學為基礎的
增殖放流，以此代替不當的放生
活動。市民亦可考慮參與其他公
益活動，例如植樹或參與動物福
利團體和環保組織的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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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澤生（右）表示，
「BIM面積核查工具」 大
大便利製作圖則，亦令審
批過程更暢順。左為屋宇
署新界東高級屋宇測量師
張家禮。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是佛祖釋迦牟尼的
誕辰，這一天被稱為 「佛誕」 或 「浴佛
節」 。資料記載，釋迦牟尼佛約二千五百

多年前誕生於印度迦毗羅衛國，後來他出家修行，悟
道成佛。相傳佛祖出生時，九龍吐水為其洗浴聖身，
象徵神聖與純潔。如今，佛誕已成為佛教徒的重要節
日，世界各地的信眾會前往寺廟參加浴佛儀式，以香
花和淨水灌沐佛像，表達祝賀與敬意。此舉寓意以佛
陀智慧洗滌內心煩惱，進而達到淨化心靈的目的。

選管會去信全港中六生
籲滿18歲者登記做選民

話你知

浴佛儀式 洗滌內心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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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正能量 促進團結民心
陳國基說，佛法以慈悲為本，強調

眾生平等、尊重包容，與本屆政府構建
關愛共融社會的理念相互呼應，助力香
港傳遞正能量，促進社會和諧，團結民
心，一同守護當前得來不易的祥和安定
局面。他還說，佛教作為香港主要宗教
之一，政府早將佛誕日定為法定假期，
方便善信和公眾參與各式慶祝活動，學
習以大智慧貢獻國家、建設香港。

陳國基隨後在個人社交平台上提
到，佛教文化影響了不少香港市民，也
與香港濃厚的 「愛心文化」 傳統交相輝
映。他指，香港人做善事從來熱忱滿
滿，而且實實在在、不會張揚，每個港
人都能說出不少行善的例子，例如捐大
筆資金助教興醫、身體力行扶助老弱幼
小等等。

陳國基介紹，本屆政府全力推動兩
個重點精準扶貧項目，一是 「社區客

廳」 ，二是 「共創明 『Teen』 計劃」 ，
當中都包含了香港各界人士對本港社會
的濃濃愛意與責任心。例如 「社區客
廳」 到今年年底將建成最少九間，可為
約4000個劏房戶、每年為超過61萬人次
提供服務。而每一個 「客廳」 都是由愛
心人士出資租物業，並且進行裝修、購
置各種生活設施，再由社福機構營運。
而 「共創明 『Teen』 計劃」 累計招募上
萬基層家庭孩子成為學員，數以千計社
會各界精英人士出心出力擔任友師，為
學員插上追逐夢想的翅膀。

「社區客廳」將建成最少九間
佛聯會今年佛誕節的活動，還有佛

學講座、傳燈法會和萬人皈依等。佛聯
會特別從北京邀請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來
港演出《我的夢─初心》，以慶祝佛誕
及佛聯會創會八十周年。紅館戶外廣場
設公眾浴佛區、祈福區、抄經區及慈善
籌款攤位，善信絡繹不絕。

陳國基：助力社會和諧 值得向海外推廣

香港是一個多元宗教共存的
社會，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孔
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

教、印度教等，信徒眾多。很多宗教團體除了
弘揚教義外，還積極參與教育及醫療福利服
務，對社會發展貢獻良多。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佛教
自二千多年前由印度傳入中國。根據2024年
10月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約有100
萬佛教信徒，並有超過400座佛寺及道場，部
分已有七百多年歷史，其中寶蓮禪寺和志蓮淨
苑為著名禮佛勝地。道教則是中國本土宗教，
擁有逾300間道堂宮觀，信徒亦超過100萬。

基督信仰同樣在香港具重要地位，信徒
人數約140萬，包括104萬基督徒，以及約39
萬名天主教徒。基督教於1841年傳入香港，
目前有70多個宗派，當中約1300多所會堂以
華語宣道；天主教則設有52個堂區，香港教
區設有本身的行政組織，並與教宗及各地教區
保持聯繫。

此外，伊斯蘭教徒約有30萬人，主要由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管理，包括五座清真
寺。印度教信徒則約有10萬人，跑馬地印度
廟為其宗教及社交中心。其他宗教如錫克教和
猶太教雖信徒不多，但同樣在香港多元宗教文
化中佔有一席之地，展現宗教和諧共存的特
色。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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