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省級政協聯見特首獻多招
倡增隔離酒店名額 與內地爭取「健康驛站」名額逐月遞增

財爺坐巴士落區 了解「消費券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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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9

日）接待到訪的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會長施榮懷等多位成員，雙方就內地事

務、防疫等事宜進行交流。其間，李家超歡

迎聯誼會到訪，並肯定聯誼會是愛國愛港的

中堅力量，希望今後加強聯繫。施榮懷建議

特區政府可以多透過省級政協作為內地溝通

橋樑，建立更多的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常務副會長
余鵬春、李德麟、張學修，副會長李耀新、徐

莉，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鄧灝康一同拜訪李家超，
並交流多項建議。聯誼會又向李家超送上感謝狀，感
謝他擔任該會榮譽會長。

盼作內地溝通橋樑 助建更多合作關係
施榮懷在交流期間表示，李家超上任特首僅1個多
月，已推出多項措施，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
理念，令市民感受到香港真的開新篇。聯誼會會員涵
蓋全國45省市地區的政協委員，大家均特別熟悉省市
事務往來，能擔當港澳與內地事務發展溝通的橋樑，
建議特區政府及各駐內地辦事處人員都可與省級政協
委員加強溝通聯繫，建立更多合作關係。聯誼會3,000
名會員來自各界精英，具廣泛代表性，有服務國家、
服務香港的熱情，聯誼會將繼續支持特區行政長官施

政，為良政善治貢獻力量。
余鵬春建議，隨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寬，特區政府可

聯同同鄉社團舉辦大型活動，如金融論壇、體育文化
盛事等。
張學修提到，目前特區政府將縮短海外入境檢疫期

至「3+4」，建議同時增加隔離酒店名額，並向內地爭
取「健康驛站」名額逐月遞增50%，以期到年底每日
通關人數達20,000人。
李德麟建議加大香港在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

建設，同時降低交易成本，以促進香港股票交易，積
極推進數字化人民幣試點，研究跨境貿易採用數字人
民幣結算。

倡設義工網絡 地區服務恒常化
李耀新關注到「北部都會區」發展，認為「北部都

會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平台，亦能推
動高端科技的發展。
徐莉建議加強特區政府與基層團體聯繫及合作，成

立義工網絡，並將相關地區服務恒常化，精準實施地
區治理和民生服務。
鄧灝康則表示，政青推行的「同心圓計劃」，協

助因黑暴案件被判刑但願意改過自新的青年重新出
發。計劃推行數個月，已為青年配對合適就業及就
學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建議把膠袋徵費由每個5毫增
加至1元，今年底起實施。立法會
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作出的3
項與塑膠購物袋相關的附屬法例小
組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
就徵費金額提出修訂，建議加至2
元；惟有議員質疑指，以徵費推動
減用膠袋的方向本身就是錯誤，徵
費加重基層的生活負擔，應以教育
鼓勵市民減廢。環保署副署長陸嘉
健指，建議徵費起步點加至1元，
是有見現時經濟環境和疫情下市民
的接受程度而釐定，如認為徵費2
元成效更佳，政府會接受意見。
昨日會議上，選委會界別議員陳

紹雄指，膠袋徵費加至1元市民很
快便會習以為常，之後或又要檢視
是否再次加費，他贊同謝偉銓提出
修訂，倒不如大刀闊斧加至2元，
令市民對膠袋費感到「肉赤」。他
認為，消費者有選擇權，不想被徵
費，可以選擇自備購物袋，政府並
非向市民「搶錢」。

楊永杰憂加重基層負擔
不過，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杰

則認為，膠袋徵費是本末倒置，批
評政府將環保問題推卸給市民，指
基層一旦忘記自備購物袋，就被徵
費，加重基層的負擔，「應該一毫
子都不收，基層巿民一朝早就去返
工，收工時先去買餸，很多時忙起
來，就忘記帶環保袋，但要被徵費

一兩蚊，他們想慳得一蚊就一蚊
啦。」他又指，現時不少市民在超
市購物時會刻意多買一件冷凍產
品，以換取免費膠袋。

何俊賢建議徵費只收現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則指

出，「要幾多錢先會肉痛？」是沒
有意思的，因為對月入十多萬元的
人而言，一兩蚊從來不是問題，
「肉痛」的都是基層，受到影響的
只是基層。他更提出建議，不如考
慮徵費只收現金，令用家感到麻
煩，「只須加到6毫，一定要畀現
金，大家就會覺得『咁麻煩，我唔
要膠袋喇』。」
環保署副署長陸嘉健回應指，考

慮到現時經濟環境和疫情下市民的
接受程度，膠袋徵費以加至1元作
為建議起步點較合適，對於有建議
加至2元，他指，在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報告中亦獲得一定支持度，如
果議員認為要進一步調高水平，可
以達到更佳成效，從而提出修訂，
政府亦會尊重及接受意見。
他希望巿民日後可以善用垃圾徵

費的膠袋，「明年開始實施垃圾徵
費時，會有另一款膠袋出現，是棄
置垃圾用的指定膠袋，鼓勵巿民能
一袋兩用，例如去超巿購物不要買
普通購物袋，買一個用來裝指定垃
圾用的袋，可重用來掉垃圾。」現
時本港每年棄置膠袋約40億個，若
膠袋徵費加至每個1元，料可減少
四分一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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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日前派發，
為了解「消費券效應」，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落區視
察。他表示，本港經濟短期內難免受壓，「只要大家繼續齊心
合力、努力拚搏，跨越眼前的挑戰，香港一定能迎來更美好的
明天！」
陳茂波當日乘搭巴士到旺角，在車廂內向市民交談了解消費券
使用情況，然後走進街頭巷尾、大小商舖，並到一間茶餐廳飲奶

茶，食菠蘿包、蛋撻等港式美食，看到不少食肆及店舖生意增
加，與店主及店員交談甚歡。
其間，有市民和商戶反映，即使市道稍有起色，整體經濟氣氛

仍然偏弱，他們仍面對較大程度的生活壓力。
陳茂波表示，受外圍環境影響，本港經濟短期內難免受壓。消

費券分階段的發放，能為經濟帶來較持久的提振作用，又相信只
要大家繼續齊心合力、努力拚搏，定可跨越眼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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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副司長張國鈞，昨日於政府總部向約180
位政府律師分享了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張國鈞在Facebook
發帖表示，他們鼓勵同事將習主席講話的核心要義聯繫到自身工作，同
心協力全方位內外灌輸正確的法治觀及宣講香港法治真實情況，以及
建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

宣 講 法 治 實 況

香港文匯報訊 觀塘區目前人口達67.3萬人，為香港人口第二
多及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區；區內長者佔14.7萬人，屬全港之
冠。鑑於市民對各項康樂及文化設施需求極為殷切，民建聯觀塘
支部主席暨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盛日前帶領觀塘支部議幹及聯同
地區領袖友好，約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陳明昌及楊惠
芳，要求政府制定觀塘區康樂及文化設施的未來發展方向及遠
景，提出加快推動東九文化中心落成啟用，在觀塘堆填區發展康
樂設施，加強區內的圖書館服務，翻新區內現有設施及興建新設
施等。
東九文化中心預計於明年起分階段啟用，民建聯要求署方加派
人手，以加快文化中心啟用的時間，希望可於今年底率先將部分
設施對外開放，並建議署方詳細考慮旅遊車及私家車的泊車位
置，和關注到連接東九文化中心的新建行人天橋啟用時間表。
針對區內已修復的馬游塘中及馬游塘西堆填區計劃活化多年，
但目前只有部分用地已發展為休憩處，民建聯觀塘團隊促請康文
署制定具體發展方向、計劃及具體時間表，讓非牟利機構或體育
總會在已修復堆填區發展康樂設施，或參考佐敦谷堆填區上的康
樂公園，如設有無線電遙控模型車賽車場、社區園圃、園藝教育
中心等多元化設施，讓社區早日能享用堆填區修復後成果。
受疫情影響，所有公共圖書館暫停開放，民建聯觀塘團隊建議

署方增加電子書、流動圖書車服務和自助圖書站，同時試行玩具

圖書館，增加親子互動等。

建議安達臣道增建泳池
他們又建議康文署翻新有超過30年歷史的曉光街體育館及牛

頭角體育館，及優化現有的公園設施以應付短期需要。隨着安達
臣道一帶屋苑增多，他們認為，署方應考慮在該區增建泳池。
觀塘區人口日益增多，文康設施也應與區內發展而不斷作出改

善。民建聯觀塘團隊要求政府就未來5年至10年新落成的康樂及
文化設施制定具體的方案及時間表，以應付未來的人口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雖然疫情重創營商
環境，但員工是企業的重要資本。人力資源管理學
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受訪企業毫不吝
嗇增撥培訓資源，以求留住人才。其中，68%受訪
公司去年設有培訓預算，按年增加3個百分點，培
訓實際開支相對整體基本薪酬比例方面也由2020
年的1.3%增至1.9%，尤以「商業服務或專業服務」
界別（包括顧問公司、公關傳訊等行業）相關開支冠
絕各界別，佔整體基本薪酬的2.9%。學會表示，
很多公司正「勒緊褲頭」、花一元也難，卻願花錢培
訓員工，反映他們認同培訓對留住人才很重要。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今年3至5月進行「2021
年僱員培訓及發展需求調查」，訪問了116間來自
20種不同行業的機構，涵蓋商業服務、建築地產、
銀行及教育等，涉約74,400名全職僱員。

逾九成公司指提升僱員技能重要
調查結果發現，僱員年度人均培訓時數止跌回升，由2019年的

14.1小時跌至2020年12.9小時，去年則回升至
14.1小時。同時，逾九成受訪公司認為提升僱員
技能重要，其中82%認為可為機構發展作準備、
65%認為可挽留人才，55%稱可減少技能差距。
疫情下實體培訓有困難，令網上學習連續兩年

獲超過九成受訪企業採用，但過程面對多項挑
戰，包括導師與僱員的互動減少，及參加者間互
動不足等。
學會理事會成員暨學習及發展委員會聯席主席曾

永昌指出，不少企業使用「混合培訓」，讓同事花5
分鐘至10分鐘看片吸收新知識，再舉行實體討
論，相信網上學習不會完全取代培訓。
他認為，近年在數碼轉型洪流下，部分行業須

使用更多科技，客觀因素亦令培訓開支上升，
「例如用機器落單、編更，客戶服務設有機械人對答……前線員
工須接受培訓，學習如何使用。」除了增加培訓有助挽留人才
外，薪金、晉升機會、福利及良好員工關係等也是員工考慮去留
的因素。

調查：68%企業增員工培訓開支留人

◆曾永昌表示，除增加培訓挽
留人才外，薪金、晉升機會等
也是員工考慮去留的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記倡東九文化中心年底局部開放

華潤金融、
華潤水泥、香
港本地社會服
務機構「心聆
舍」日前共同
舉辦「大灣區
青年機遇講
座」，邀請到
立法會議員吳
傑莊、香港燧
㬢文化 Show
Hit 創辦人丁
政凱及華潤集團法律合規部高級法律顧問葉俊遠分享他們個人把握祖國發展
機遇幹事創業的故事。是次講座在香港新家園協會賽馬會天水圍服務中心舉
行，超過40名青年參加。與會青年大多認為嘉賓的個人經歷也給他們很深
的觸動，將藉助這次收穫，更好地思考和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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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左二）乘搭巴士到旺角，於車程中與
市民交談了解消費券使用情況。 Fb片段截圖

◀陳茂波於一個街檔以消費券付款。
Fb片段截圖

◆特首李家超日前接待到訪的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多位成員，雙方就內地事務、防疫等事宜進行交流。

◆民建聯觀塘支部成員約見康文署，促請署方制定觀塘區康樂及
文化設施的未來發展方向及遠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