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九文化區不向政府申撥款
唐英年：免「與民生爭資源」盼善用土地資源達可持續發展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昨日把戲曲中心內的演

講廳命名為「香港友好協進會演講廳」，以

表彰友協對戲曲中心的慷慨捐助。身兼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友協永遠榮譽會

長的唐英年表示，管理局為免「同民生爭資

源」，決定不再向政府申請撥款，會善用西

九的土地資源達至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管理

局已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遞交具體方案，待

局方批准方案後，便可啟動相關程序，並向

外公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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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規」出文明 「約」出和諧
「我在大樹劉生活幾十年了，村裏的變化實在太
大了。」72歲的村民尹同兵頗有感觸地說：「村規
民約讓村民們的覺悟提高了，垃圾不再亂丟亂放。
大家都把垃圾送到分類站的垃圾桶裏，既方便又衞
生。房前屋後都變得乾淨整潔，鄰里之間的關係也
更加團結、和諧了。」
大樹劉村位於巢湖市柘皋鎮最北端，有農戶1,232
戶4,559人。近年來，大樹劉村堅持將村規民約作為
基層自理的重要抓手，村規民約的制訂在移風易
俗、環境整治、平安建設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不斷提升村民素質、淳化村風、淨化家風。2023
年，大樹劉村榮獲第八屆巢湖市文明村榮譽稱號。

宣傳+落實 齊守文明之約
「重安全，保平安，安全責任重如山……睦鄰

里，互友善，有商有量聽歸勸……」大樹劉村村規
民約涵蓋平安建設、鄰里和睦、生態環境、移風易
俗、愛國參軍等豐富內容。村黨委通過在村委會宣
傳欄及各自然村醒目位置張貼，以及自媒體廣泛宣
傳等方式，不斷提高村規民約的影響力和群眾知曉
度。同時，各小組黨員幹部以身作則，帶頭踐行村

規民約，促進村規民約落到實處。

集思+引導 共沐文明鄉風
近年來，大樹劉村村「兩委」通過召開村民大

會、入戶走訪等形式，收集群眾意見建議，將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納入村規民約，持續深入開展
移風易俗，教育引導群眾堅決破除厚葬薄養、人情
攀比等陳規陋習。如今的大樹劉村睦鄰友善、互幫
互助、贍養老人、家庭和睦的文明鄉風、良好家
風、淳樸民風深入民心。

參與+整治同享文明生活
為進一步推進鄉風文明建設，有效改善農村人居

環境。大樹劉村將人居環境整治作為村規民約的重
要內容。通過村規民約的宣傳，倡導村民做好自家
門前屋後人居環境自管、自約。積極引導村民參與
到人居環境集中整治、美麗鄉村和較大自然村整治
建設中，開展衞生改廁進戶入院。「推行村規民約
以來，村裏的環境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路更寬
了，垃圾更少了，老旱廁不見了，空氣也更清新
了。」大樹劉村村黨委書記孫芳說。 文：韓爽

人文角度報道時事 助社會更好發展

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的不斷發展，新聞已經
由最開始簡單「傳播信息」的工具，逐漸發展為
「促進社會進步、記錄人們生活」的重要方式。
正因如此，新聞的撰寫工作尤為重要。我認為，
新聞報道應把「實事求是」及「人文關懷」互相
結合。同時，還要對解決實際問題有幫助。

如果我是香港文匯報記者，最重要的是要在保
證報道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可以揭露真相的基礎
上，為報道添加更多的人文色彩，讓大眾在報道
中並非只看到冰冷的數據，而是更多通過報道與
他人共情，設身處地的了解他人或某個行業面對
的困境，引發社會關注，更好地為社會解決問
題，從而幫助社會進步。

從人文角度來報道社會時事，不僅可以解決實
際問題，還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交流。
我曾經看過一篇報道，主題是「西北農民種的好

幾十畝收成，因新冠疫情滯銷」。在記者的採訪
下，農民伯伯顯得十分傷感，他嘆道，在新冠疫
情下本來成本便宜的水果經過中間人的倒賣，價
格一下子翻了好幾倍，如今，買水果的人因為價
格昂貴不捨得買，而他們這些果農庫存了大量的
水果，卻因信息閉塞而賣不出去。
此篇報道一出，引起了不少的轟動，城中的市

民十分同情這位伯伯，希望可以直接購買到果農
的水果。
最終，這篇報道不僅成功讓果農賣出了滯銷的

水果，還讓市民買到了平價好吃的水果。這篇報
道至今讓我記憶猶新。它從人文報道角度向公眾
傳遞信息，使原本乏味的報道更富有人情味，從
而讓社會事件很好的得到解決。
假如我是香港文匯報記者，我會多從人文報道

的角度出發，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們人文關懷，並
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促進社會各界的交流與理
解，幫助社會更好地發展！

◆教聯會黃楚標中學 鄧皓元
註：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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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關愛隊
於今年 4月 30
日成立，黃竹
坑關愛隊由港
島南耆康社承
辦，肩負起這

項極具意義的服務使命。
黃竹坑關愛隊以服務區內有需要的人為主要目

標。該隊的承辦團體港島南耆康社過往以服務長
者為主，不過，在承辦關愛隊後，我們認為關愛
隊的服務應覆蓋南區所有居民，跨越界別、跨越
不同年齡層，以服務區內的所有有需要的人為方
向。因此，黃竹坑關愛隊的服務計劃中，不但包
括長者服務，如協助長者安裝防滑扶手、提供家
居清潔，更設有青年服務，包括餐桌禮儀班、雞
尾酒調酒班、青年培訓營等，啟發年輕人的正向
思維，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此外，我們更設有就業轉介服務、傳統文化節

慶工作坊及活動等，為區內不同居民提供支援及
有益身心的活動，建立一個共融關愛的社區。

鼓勵青年加入 學習關愛共融
黃竹坑關愛隊希望，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關

愛服務，吸引家長及青少年成為黃竹坑關愛隊
義工隊的一分子，鼓勵青少年服務社區。在活
動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年輕一輩也願意為社
區付出和服務，並樂於與居民建立情誼。因
此，黃竹坑關愛隊成為了一個很好的平台，能
夠讓年輕人、家長及小朋友參與社會服務，支
援社區上有需要的人，並學習相互共融。例如

在探訪活動時，義工可親身接觸劏房戶及長
者，關愛弱勢社群，傳承關愛。同時，在過程
中，青少年有機會與公公婆婆交流，聆聽他們
細說當年，從中學習，以生命影響生命，為年
輕人建立正向思維，為香港未來出一分力，為
香港注入青春動力。
南區關愛隊除了展開關愛服務及活動外，亦

協助處理突發及緊急事故。在緊急事故發生
時，我們會及時向居民發布重要資訊。日前，
黃竹坑道發生爆水管事故，受事故影響，往香
港仔隧道方向全線封閉，導致南區大塞車。關
愛隊獲悉事件後，迅速動員地區網絡，協助受
影響的居民，向他們發放最新交通資訊，以便
市民盡早安排行程。為更進一步掌握維修進
度，黃竹坑關愛隊聯同南區民政事務專員暨南
區關愛隊總指揮鄭港涌、水務署、運輸署及警
方到現場實地視察，並制定應急方案，希望盡
快紓緩交通問題。
另外，黃竹坑亦有不少既沒有業主立案法團、

也沒有任何居民組織及管理公司的「三無」大廈。
黃竹坑關愛隊亦十分關注這些「三無」大廈，我們
關心「三無」大廈的情況及居民的需要，並與南區
民政處緊密溝通，為有需要的大廈提供支援服
務，如一次性清洗大廈公共地方等。
新時代下，關愛隊有着不一樣的使命，讓我
們一起把關愛傳遍社區，譜寫動人的香港故
事。黃竹坑關愛隊會繼續積極有為，為居民排
憂解難，說好南區故事，共建和諧美好社區。

◆黃竹坑關愛隊副隊長 陳榮恩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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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2008年撥款216億元予西九文化區進行
建設及營運。唐英年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西九

文化區軟硬件兼備，M+博物館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開幕後，分別接待超過400萬人次和146萬人次訪客。
該成績放在疫情期間相當值得驕傲，而西九文化區成
本回收做到接近一半，這是香港的優勢。

大力削開支「把刀血流成河」
他表示，放眼全球，文化藝術設施是無法自負盈
虧，需要依靠政府資助。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內部大力
緊縮開支，「我們把刀血流成河」，由原本的運營開
支緊縮了一半，將原本於今年會斷裂的資金鏈延遲至
2025年3月。
唐英年認為，若再緊縮開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M+博物館及戲曲中心將不能舉辦更多的展出及表
演。管理局過去一直與政府商討，希望爭取撥款。不
過在疫情期間，政府已動用近7,000億元，佔1.5萬億
元儲備近一半，所剩的不夠8,000億元，加上房屋、社

福、教育、醫療等民生開支龐大，故管理局決定不向
政府尋求撥款。
「我們不想同民生爭資源，尤其是在關鍵時刻，要
表現出西九文化區有擔當，能夠善用我們唯一的土地
資源，利用好土地資源解決行穩致遠、可持續發展的
模式。」他說。
唐英年直言，早在構思西九文化區發展時，就知道

文化藝術設施沒有可能自負盈虧，當時已準備以酒
店、住宅及商業等模式資助整個戲曲、文化藝術的營
運，「這個模式初心不變。我們在遞交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的計劃亦都優化這個模式，如何迎合現時香港市
場上的變化。」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陳智思在演講廳命

名儀式上表示，政府在一筆過撥款後，西九文化區就
要自負盈虧，而籌款是西九主要的資金來源之一，佔
西九營運收入的三分之一。2022/23年度，西九的籌款
收入增加了六倍，包括企業贊助、私人捐贈及會員和
贊助人的貢獻。他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繼續支持西九文
化區，共同發揮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薈萃的獨特創意氛
圍，合力打造香港作為亞洲文化創意之都。

「友協演講廳」命名 表彰捐款挺西九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譚錦球表示，友協一直重視文
化藝術推廣，過去亦多次贊助西九文化區的相關項
目。此次再捐贈款項支持西九文化區發展，努力打造
成香港文化藝術新樞紐，發揮好「連結內外」的橋樑

作用，對內提升香港整體文化藝術水準，增強市民對
國家的認同和文化自信，對外進一步擴大中華文化在
國際的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中國在文化建設領域的成
就，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與哈薩克斯坦
共和國科學和高等教育部昨日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
錄，為便利兩地的教育策略協作提供框架。備忘錄下
的互惠措施包括專業技術和經驗交流；教育文獻、教
具和示範材料交流；學者、教師、專家、學生及其他
教學人員的交流。
備忘錄由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與哈薩克
斯坦共和國科學和高等教育部部長Sayasat Nurbek代
表簽署。蔡若蓮表示，備忘錄標誌着香港與哈薩克斯
坦在教育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我們迄今已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簽署10份備忘錄，展現特區政府致
力加強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聯繫和交
流，以及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決心。」

蔡若蓮：續吸外地尖子來港升學
在簽署備忘錄後，蔡若蓮與在本港資助大學就讀的
哈薩克斯坦學生會面，了解他們在香港的校園生活，
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港發展事業。她表示，政府會繼
續採取措施，吸引傑出的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而隨
着備忘錄的簽署，2024/25學年起每年最多10名來自
哈薩克斯坦的學生可獲頒「『一帶一路』獎學金」。
Sayasat Nurbek及哈薩克斯坦駐港澳總領事Almas
Seitakynov昨日又率團到訪城市大學，其間簽署合作
備忘錄，促進機構之間的合作和學術交流。這次是有

關部門首度與本地大學簽署同類協議。
根據該合作備忘錄，城大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科學

和高等教育部將探討在城大設立「香港─哈薩克斯
坦未來學院」等舉措，以推動人才和機構合作、加強
知識交流，以及促進彼此了解相互文化；並擬在哈薩
克斯坦成立城大研究與學習學院。合作備忘錄亦會推
動學者、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之間的交流和培訓、促
進學生交流和招生，並鼓勵雙方就共同感興趣的項目
進行科研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
「2023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
創業大賽」（香港賽區）昨日開
放報名，旨在發掘具有創新能力
和高成長潛力以及主要從事高新
技術產品研發、製造、生產及服
務等方面的企業，在大灣區實現
創業夢想。比賽分為企業成長組
和初創團隊組，不論是大學生、
在職青年或初創企業家，均可把
握機會申請，爭奪最高10萬元
人民幣獎金及落戶前海。報名截
止日期為9月7日下午5時。
大賽香港賽區啟動儀式昨日在香港青年協會大廈舉行。

據主辦方介紹，香港賽區決賽將於每組選出金獎一名，各
獲獎金10萬元人民幣；銀獎兩名，各獲8萬元人民幣；銅
獎三名，各獲5萬元人民幣。賽事合共選出12個優秀項
目，得獎後半年內須於前海合作區註冊成立企業。

港青盼了解內地創業政策
至於前海的賽事，晉級半決賽的團隊可與創業導師

進行一對一業務諮詢，而總決賽同樣是選出12個優

秀項目，獎項及獎金更高達40
萬元人民幣，並可直接入駐前海
夢工場中區、北區孵化。
有意參加比賽的香港創業青年

柳蔚濠和梁君翔分別從事新能源
和STEAM教育行業。他們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希望透
過比賽能去「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參觀，與其他創業者交流經
驗、激發靈感，同時希望了解更
多內地行業環境和創業政策，為
之後進入內地市場做鋪墊。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於致辭時表示，香港
年輕人有國際視野、思維活躍，有較深的專業素養和
創新創業能力，構成了香港青年的國際競爭優勢。他
希望大家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帶動
創新熱潮，用好國家的政策和青年的願望。
香港賽區賽事將由前海服務集團與香港青年協會承

辦，今年將為創業青年提供更多培訓及實地考察機
會。青協總幹事徐小曼表示，前海近年大力推動香港
企業及創業人才前往當地發展，推出各項便利措施，
相信能吸引更多人才匯聚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前海粵港澳台青年雙創賽接受報名

◆左起：香港創業青年梁君翔、柳蔚濠。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攝

教育局將與哈薩克增教員技術等交流

◆蔡若蓮（左四）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科學和高等教
育部部長Sayasat Nurbek（左五），以及在本港大
學就讀的哈薩克斯坦學生會面。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香港友好協進會演講廳」命名典禮於昨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