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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動員逾百人出戰區選
25%屬首次參選 95%擁大專學歷 逾三成未到35歲

香港特區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提名期（10月17日至30日）明天（本周二）展

開，民建聯今日將舉行特別執委會會議，正式通過參選人名單。民建聯主席陳克

勤昨日與傳媒茶敘時透露，民建聯將派員參選全部44個直選選區，亦會派出最

多人參選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預計總參選人數超過100人，其中四分之一是首

次參加區議會選舉；民建聯派出的參選人當中超過95%有大專學歷，另有工商專

業背景的超過30%，35歲以下的年輕參選人亦佔超過30%。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熹

陳克勤表示，黨內所有參選人需要自行
爭取提名，現階段專注做好黨內參選

工作，未有與其他政黨作有關參選協調討
論。直選方面對於參選人而言有一定難度，
因為今次應用大區制選舉，面對選民增加，
加上政黨於部分地區的扎根未夠深入，相信
該些選區的選舉工作會有難度。因此民建聯
將成立有關的專案小組協助成員進行選舉工
作。他相信民建聯在今年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成績。
對於黨內「三會」成員會否提名民主黨派

出的參選人，陳克勤指出，相信提名人會用
「聽其言」、「觀其行」的原則，來判斷是
否可以把提名票投給參選人。「聽其言」指
參選人過往的經歷是否證明他是愛國者，而
「觀其行」則是觀察參選人以往在地區服務
的經歷是否值得投票。

擬定名單將從經驗程度出發
他提到，民建聯擬定參選名單將從參選
人的經驗豐富程度出發，希望參選人都有
能力做好選民服務。對於未來能取得多少
議席他們沒有確切的目標，但是會盡力去
爭取，希望派出來的人會得到市民的支
持。
他說，任何人只要拿到足夠的提名票都
可以參選，但以往民建聯的服務覆蓋範圍
較小，今次區議會的選區較大，認為民建

聯對44個選區提供支援是一個較大挑戰，
需要民建聯上下齊心，對今次選舉做好充
分準備，共同奮鬥。財政方面，民建聯會
像以往一樣支持參選人進行選舉，包括承
諾當選上區議員後必須開設議員辦事處等
等。

工商專業界別盼服務市民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不少工商專業
界別人士有很強意願參與今次區議會選舉。
他們認為2019年的區議會較政治化，令他們
失望，區議員不是為市民做實事，如今他們
對新的選舉制度抱有很大期望，希望當選區
議員更加有效地落實良政善治，讓他們能發
揮個人所長，從宏觀的角度為市民服務，貢
獻地區所需。
他又提出，目前市民對12月份的區議會選
舉認知不多，不了解具體時間，建議繼續對
市民進行區議會選舉的解說工作，加強宣傳
的工作，增強市民的認知。
民建聯副主席陳恒鑌表示，是次區議會選舉
的選區範圍變大了，對於直選方面的參選人來
說有些難度。不過，他認為選舉制度有好處，
以前區議員看待民生問題十分局限，如今在大
選區的情況下，區議員考慮問題會更全面，對
整區發展及解決地區問題更有優勢，同時有助
提升區議員的議政能力，相信新的選舉制度可
吸引更多有質素的議政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經民聯九龍中支部副主
席李超宇昨日在經民聯主席盧偉國、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陸瀚民等人的現身支持
下，宣布參選九龍城南區。盧偉國透露，
除李超宇外，經民聯還有數名成員參加直
選，稍後將公布名單。
李超宇表示，是次角逐九龍城南的議

席，亦源於與九龍城的緣分，過往李超宇
在九龍城區成長，中學亦在何文田就讀。
投身地區工作後，機緣下一直服務九龍城，
而這種歸屬感，亦引領李超宇一直致力令九
龍城變成一個宜居的地方，若當選會與經
民聯團隊共同努力繼續服務九龍城市民。
到場支持的梁美芬表示，李超宇一直在

地區默默耕耘，對多個社區議題上包括海
濱的規劃、臨時單車場的用地建議、舊區
的改建都非常關注。
盧偉國則指新的地區治理完成完善後，
需要一位有心有力的人能為大家建設社
區，更需要一位找得到、貼地落地的區議
員，而李超宇就是這個合適的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第七屆區
議會選舉將於本周二（17日）起展開為
期兩周的提名期，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將於今日舉行會議，就選舉管理委員會發
出的《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及區議會一
般選舉的工作安排進行討論。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將向議員介紹政府對區
選的最新安排及接受議員質詢。
新版「指引」主要反映了《修訂條例》

中的相關法例修訂，包括《修訂條例》對
區議會選舉所作的修訂及其他與區議會選
舉安排相關的法例修訂等，涉及的範疇包
括區議會的組成方法及席位分布、委任及
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的產生方法、區議會
地方選區議員的產生方法，以及區議會資
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職能。
新一屆區議會將於 12月 10 日進行選
舉，提名期於10月 17日至10月 30日展

開。經重塑後的區議會議席總數為470
席，由委任議員、當然議員、區議會地方
選區議員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組成。委
任議員共179席，由行政長官委任；地區
委員會界別議員共176席，由當區的地區
委員會界別選民選出；區議會地方選區議
員（直選）共88席，由有關區議會地方
選區的選民選出；當然議員共27席，由
當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

李超宇角逐九龍城南議席
盧偉國：經民聯派數人參與直選

立法會今商區選工作安排及新版「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隨着近
年粵港澳三地更緊密融合發展，一小時生
活圈已逐步形成，不少退休長者均選擇到
內地城市定居生活。民建聯昨日公布一項
調查發現，36.4%受訪港人有意到內地安
老，他們的最大考慮在於醫療問題、能否
應付當地生活費，以及是否有親友在當
地。民建聯認為，港人到內地定居逐漸成
為趨勢，建議特區政府應着力推進「醫養
結合」發展，例如擴大長者醫療券使用範
圍及優化「港澳藥械通」名單等。對於有
受訪者擔心生活費問題，民建聯建議特區
政府改善「現金福利過河」措施，包括將
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的適用地點擴
展至內地各省份等。

八成人屬意廣東省
民建聯於今年9月15日至10月4日間，

成功透過電話隨機訪問了724名50歲或以
上港人，發現36.4%受訪者有意到內地安
老，當中81.2%屬意到廣東省，其次為福建
省（3.6%）。在考慮到內地安老時，他們
最關注醫療問題（45.2%），其次為能否應
付當地生活費（13.8% )、親友是否在當地
（10.7% ) 及能否適應生活（10.4%）及是
否方便子女或親友探訪（5.2%）等。
對於政府推行了9年的「廣東院舍照顧服
務計劃」，調查指60%受訪者並不知情。
亦因為他們對該政策感到陌生，68.6%受訪
者指不會考慮入住內地的資助院舍。儘管

如此，仍有近70%受訪者同意特區政府應
該增加資助內地院舍宿位，以方便更多有
意到內地安老的香港長者。
民建聯福利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李世

榮指出，現時全港有145萬名65歲或以上長
者人口，根據是次調查結果推算52萬人有
意到內地安老，估計隨着近年內地運輸基建
的迅速發展，未來會有更多港人選擇到廣東
省以外地方定居及安老。
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應推進「醫養結合」

發展，包括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使用範圍
至住院服務及日間手術程序等；優化現有跨
境安老相關政策，包括可採取「試住模式」，
為考慮到內地居住的長者設立「試住冷靜
期」；以及改善「現金福利過河」措施等。

逾三成50歲或以上港人有意北上安老 民記倡改善「現金福利過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表
示，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是完善地區治理後的首次選舉，
選舉情況一定比以往更加激烈，「有些地區選舉工程有
很大難度，我們會特別成立專案小組輔選。」他們亦會
邀請元老級人馬，包括會務顧問譚耀宗、李慧琼等人助
選。
陳克勤指出，專案小組將對每個選區進行評估，有些

選區相對比較弱，選舉工程落後，或許民建聯的服務範
圍沒有覆蓋到，他們的地區同事會制定一些選舉策略，
訂立選舉方案，包括針對參選人進行加強演說能力、政
策倡議、政綱方面的培訓等等的支援。民建聯的重點是
做好自己參選人的工作，希望提出的選舉口號和政綱是
可以幫到市民，令未來的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更好。
「這次我們在擬定參選名單時，非常認真地考慮具體要
派什麼人去參選，希望派出最有議政能力、最年輕、最
優服務精神的人參選。」
民建聯副主席陳恒鑌表示，區選新採用的「雙議席單
票制」對市民來說屬新鮮，需花時間向市民解釋。上屆

區選，有不少在地區扎根服務的候選人都敗選，沒能當
選區議員，讓他們的選民失望；今次是全新選制，他呼
籲市民出來投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亦呼籲，希望更多
不同專業界別的人才都主動願意參與，亦建議政府加大
宣傳，吸引更有能力的人參加選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他一直與許多地區人
士介紹新的選舉制度、新的組成方式，平日舉行街站
時，不少市民表示支持新的地區治理方式。他鼓勵有愛
心並堅持地區服務的人出來參選，當選區議員更好地為
市民提供生活上的協助。
他又指，過去民建聯已經為立法會選舉積累了豐富經
驗，今次會以參與立法會地區直選的策略應戰區議會，
因區議會直選選區比以往大，「會用『打立法會選戰的
方式』打區議會選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不
點名批評有派別一邊攻擊區議會新制，一邊卻派人參
選，質疑不是誠心擁護新制度，還想將政治再帶入區議
會，他認為沒人會支持這些不是真的抱着為市民服務初
心的人進去區議會。

陳克勤料選情激烈 特設專案小組輔選

◆民建聯昨日公布一項調查發現，36.4%受訪港人有意到內地安老。

◆政府在各區掛上宣傳區選橫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民建聯透露，將派員參選全部44個直選選區，預計總參選人數超過1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