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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界別選委名單
體育界
●貝鈞奇、李靜、高克寧、黃寶基、王敏超、余國
樑、湯徫掄

演藝界
●洪祖星、黃栢鳴、爾冬陞、譚詠麟、許濤、陳志光

文化界
●汪明荃、周振基、王英偉、毛俊輝、潘耀明、陳永
華、林天行、劉小康、屈穎姸

出版界
●李家駒、吳靜怡、蘇惠良、楊國強、盧永雄、黃鉦
凱、尹惠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打造文藝中心 拓創意產業空間
體演文出界別選委冀助業界融入灣區發展

選舉委員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界別分組的29個當然選委和自動當選

選委組成團隊「創新起動」。團隊昨日

與業界進行首次會面，向業界介紹政綱

及理念，並聆聽相關業界意見。選委政

綱以穩定、自由、發展及機遇為四大綱

領，將會就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目

標，在2035年把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並協助業界融入大灣區發

展，把握內地市場，為本土創意產業開

拓更廣闊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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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政綱
●設立「文化體育旅遊局」

體育界
●推動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拓展本
地及海外市場

●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教練員及體
育工作者，確實支援各項運動長遠
發展

●積極培訓運動員
●推廣、促進及承傳自強不息的體育
精神，積極培養體壇新秀

●致力推廣全民運動，增加和改善學
校及社區的康體設施

演藝界
●特區政府應放寬對免費電視的過時
規管，讓免費電視行業有較多空間
開拓收入來源

●特區政府應支持舉辦大型影視音樂
項目

●特區政府應資助影視業數碼化科技
發展

●把香港粵語電影文化扎根灣區、輻
射中國、走向世界

文化界
●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及香港本土文化
藝術

●推動創意產業，拓展本地及海外市
場

●優化文化藝術教育政策，鼓勵創造
型新思維發展

●推廣、促進及承傳優秀文化藝術，積
極培養各文化藝術有潛質的接班人

出版界
●爭取政府成立出版發展基金，推動
業界有效升級和轉型

●爭取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協助業界
發展數碼出版和網銷

●爭取政府恒常資助香港書展租金及
出版業參與國際書展

●促進政府重視與教育出版界的夥伴
關係，在課程規劃、教科書送審和
出版、電子學習上加強溝通協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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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業界交流活動在戲院進行，除了一眾選
委，還有數十位業界代表出席。

來自體育界的選委貝鈞奇表示，東京奧運獲得歷
史性佳績讓人振奮，因此將致力推動優化現役運動
員發展計劃，促進與內地選手交流，並會繼續推動
改善退役運動員的支援。
另一選委高克寧亦促請政府關注群眾體育發展政
策，並指現時香港面對疫情及人口老化問題，政府
應注重市民健康，推動群眾體育發展，可以減低醫
療機構壓力負擔。

汪明荃：重點支持小藝團成長
來自文化界的選委汪明荃表示，文化藝術是香港
的軟實力，但一直以來香港的文化藝術定位不清
晰，應做到知己知彼。「知己」是了解本港文化藝
術發展的硬件、軟件配套，如交流活動、資訊流通
性及創意等，並按長處、短處制定清晰培訓計劃。
她建議重點支持小藝團的成長和進步，為他們制定
三年至五年的發展計劃，及安排排練場地和團址。
同時可以通過舉行本地比賽推動並發掘各種文化的
有潛質接班人。
她續說，「知彼」則是需要了解產業輸出地的需
要，如大灣區可推廣粵語電影、戲劇，澳洲可推廣
舞蹈等。她建議由政府主動帶藝術團體到海外演
出，推廣中華民族傳統及本地文化藝術。
來自演藝界的選委黃栢鳴表示，現時政府對演藝
界的支援遠遠不足，而且本港演藝界出現青黃不接
情況，然而港產片曾一度風靡全球，粵語文化亦源
遠流長，期望政府鼓勵大灣區影視公司與本地公司

合作，把香港粵語電影文化推廣至大灣區其他城市
及世界。

李家駒盼政府助出版界數碼轉型
來自出版界的選委李家駒表示，現時本港閱讀風

氣低迷，影響市民素質，希望政府扶持並提振出版
業，協助業界數碼轉型，恒常提供資助讓出版商出
席各類展覽，推廣閱讀風氣，提升市民素質，並協
助出版社在內地出版、營銷書籍，與大灣區作文化
融合。他和一眾選委認為，建立「文化體育旅遊
局」有助整合資源，並監管各個界別政策運作。

林天行倡美術列中學必修課
來自文化界的選委林天行表示，現時本港的美術

教育嚴重不足，認為美術能讓社會更融洽，因此建
議政府成立美術學院，並把美術列為中學的必修
課。他又指，現時香港沒有專業展廳，希望可以運
用西九文化區，建立國際級別的展廳。
另一選委陳永華則表示，在音樂發展上，亦應拓

展至大灣區，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的本土音樂，讓港
人為此感到驕傲。他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培育
人才。
選委王英偉則表示，東奧佳績讓全城振奮，成為

港人驕傲，但需要培育人才的資源，坦言即使比現
在多10倍仍然不足，雖然需要很多資源，但只要
有一個奇跡，就可以振奮全港人的心。
來自演藝界的選委周振基表示，培養文化藝術

潛能應從小訓練，因此將會要求與教育局溝通，
通過編制課程、教科書等，提升青年文化藝術教
育。
談到是次完善選舉制度，選委盧永雄表示，香港

回歸後一直被政治操控影響，一切發展原地踏步，
事實可見，過往立法會一直拉布，嚴重影響社會運
作，未能反映業界意見，認為現在可以通過找出真
正有心為業界發聲的立法會議員，為業界爭取最大
權益，避免一些打着政治旗號的人當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選委會第五
界別有關全國性團體
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
分組選委、全國青聯
委員陳穎欣表示，自
己一直服務地區及青
年，扎根深水埗麗閣邨，不
時與區內年輕人密切溝通，打成
一片，明白不少年輕人期望能到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追夢，故
她希望擔任年輕人參與國家發展
的橋樑，推動管治者協助香港青
年把握大灣區的機遇，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她認為，特區政府可研究設

立導師制，參考大學教
育裏以學長帶領、教導
新同學的模式，邀請
一些在大灣區內地城
市發展取得成功的年
輕人作為導師，為港
青設身處地分享北上發

展的成功經歷。
陳穎欣透露，期待在恢復過

往通關安排後製作與內地升
學、就業或創業等相關資訊短
片，並透過YouTube等社交平
台為年輕人提供資訊，又強調
會繼續做好網上傳播工作，
「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香港故
事。」

陳穎欣：助港青握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要社會和諧穩定地發展，照顧
基層需要是關鍵之一。選舉委
員會基層社團界別分組選委李
梓敬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希望將基層聲音反映
給未來的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
官，推動政府增加對於基層市民的支
援，加強基層社團的資源，同時鼓勵更
多年輕人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創
造機遇。

將部分NGO資源撥給基層社團
李梓敬表示，作為基層社團選委，希
望將基層聲音反映給未來的立法會議員
及行政長官。他說，基層社團缺乏社區

會堂、辦事處等資源，希望政
府增加對於基層社團的支
援，將部分NGO資源撥給
基層社團。他又說，希望
能鼓勵更多年輕人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創造更
多就業機遇，最近他亦有擺設

街站，希望向更多市民收集意
見，將更全面的聲音帶給政府。
在被問到對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的

要求時，李梓敬指出，有關人士必須是
愛國者，符合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出的
愛國者的五個標準，並且敢於表達自
己、有底線，能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作出好的政策。

李梓敬：將基層聲音帶給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本

地漁農業對維持供應生鮮予香港消
費者有重要貢獻，漁農界在選舉委
員會有60個議席，有自動當選的漁
農界選委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填海會令海水受到污染，
希望政府不要遺漏漁民的權益。他
們又指，希望政府可以幫業界連接
粵港澳大灣區農業發展服務，借助
大灣區力量讓農業走出香港，打入
大灣區其他城市更廣闊
的市場。
漁農界選委黎

德全表示，自己
本身有養魚及捉
魚，以漁業為生，
故反對政府填海。填
海會令海水受到污染，希望政府不
要遺漏漁民的權益。他希望日後有
機會與未來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
當面反映這個意見。

另一選委陳建
業指出，希望政
府可以幫業界連
接粵港澳大灣區
農業發展服務，
借助大灣區力量

讓農業走出香港，打
入大灣區其他城市更廣闊的市場。
他又指，作為漁農界選委，希望

能向政府反映業界聲音，並會盡力
選出真正為香港服務、愛國愛港的
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候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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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鄭 治
祖）是次選舉委
員會加入多個地
區組織的聲音。
港九分區委員
會、地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委員

的代表界別分組候選人林玉珍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希望能革
新地區行政，優化社區治理，反映民

生訴求，選好管治賢能。
林玉珍表示，希望能選出德才兼

備的行政長官候任人，最重要的是
支持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推進「一國兩制」長
期行穩致遠，同時加強推廣愛國教
育，增強市民對國家及民族的歸屬
感。她又指，希望能選出具議政能
力，善於凝聚共識的人士成為立法
會議員。
林玉珍認為，現時香港仍然存在需

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如住房、教

育、青年上流及就業問題等，如許多
年輕人因為住房問題導致對政府不
滿，希望政府能盡快解決，令市民能
安居樂業。
該界別分組候選人還有陳東、李漢

雄、黃頌良、梁鉅海、梁文廣、劉佩
玉、陳國偉、黃達東、林煒橋、劉偉
光、何顯明、鍾子權、張志聰、潘國
華、吳寶強、梁思韻、葉傲冬、陳美
燕、陳家珮、羅詠詩、周超常、邱松
慶、梁國鴻、劉慶揚、洪超群、林梓
鴻、李清霞、李碧儀、李莉、呂曉

東、朱浴龍、林永祥、李少榕、陳欣
耀、林佑碧、張培剛、朱立威、陳南
坡、陳郁傑、黃才立、曾鳳珠、曾耀
棠、呂鴻賓、簡銘東、譚肇卓、李鎮
強、顏汶羽、張姚彬、簡志豪、袁國
強、孔昭華、鍾澤暉、鍾港武、賴榮
春、王子成、呂東孩、陳麗芳、趙鳳
儀、張琪騰、姚逸華、鄭強峰、林
峰、梁騰丰、洪錦鉉、陳燦標、陳華
裕、程莉元、雷啟蓮、郭耀偉、楊嘉
成、鄧小梅、鄭承峰、劉珮珊、李德
康、黎榮浩、李嘉盈、林博。

林玉珍冀革新地區行政 反映民生訴求

●●黎德全黎德全

●●陳建業陳建業

●林玉珍

●●李梓敬李梓敬 ●●陳穎欣陳穎欣

▲交流活動除了一眾選委外，還有數十位業界代表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選委組成團隊「創新起動」
昨日與業界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