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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反對永封兼善里 盼留社區特色
促諮詢尊重居民意願 冀保留延續人情味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建議永久封閉長沙灣

兼善里以配合市建局重建項目，兼善里街

坊關注組及部分兼善里居民昨日舉行記者

會，表明反對建議。關注組發言人促請市

建局在規劃兼善里重建項目時，不要只講

經濟效益而破壞社區的特色，並要廣泛諮

詢市民意見。有兼善里居民指出，兼善里

歷史悠久，對他們而言是安全的公共空間

和休息地方，批評政府沒有諮詢便建議永

久封閉，期望政府尊重居民意願，保留兼

善里。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指引》，區議員上任3個
月內要開設辦事處，惟截至本月中約四成區議員仍未開辦事處。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昨日見記者時表示，有信心470個區議員可以
在今個月底前開設辦事處。至於「三會」成員的委任和甄選，麥美娟
未有回應會否有區議員兼任「三會」，只表示程序仍在進行中，會適
時公布「三會」委員名單。

「三會」委員名單適時公布
麥美娟指據她了解，過去3個月區議員要根據房屋署程序抽籤、簽
約、裝修等，形容他們「很急趕」，要盡快在月底開設辦事處。她表
揚很多區議員1月1日宣誓後就馬不停蹄在地區工作，部分區議員更在
宣誓前就參加預備會，討論地區關注事項、給予意見，以及討論如何
開展工作。對於未能在今個月底開設辦事處的區議員，她指《區議會
條例》清楚說明若有關區議員未能遵守履職監察機制所發出的指引要
如何執行，條例已清晰說明。
有消息稱兼任區議員的「三會」成員將不會再獲委任，麥美娟則表
示，「三會」在地區治理的工作發揮很大作用，他們與區議員合作、
與地區關愛隊合作，在地區開展不同服務，表達和反映市民不同意
見。對於「三會」人選，她強調會考慮該名人士是否熟悉地區、反映
地區意見以及協助完善地區治理工作，政府最關注該人加入委員會後
能否與區議會及關愛隊合作，為市民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仔華富邨將
分三期進行重建，首批住戶和商戶最快於2026
年遷出，2027年起清拆，並預計2041年完成整
個重建項目。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署署長
羅淑佩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知悉居民和
當區區議員都十分關注重建計劃，會與居民保
持溝通，交代工程計劃和進度，稍後亦會與南
區區議會討論。她表示已參考藍田邨及石排灣邨
的重建經驗，設立社區服務隊協助居民，希望與
居民有商有量。對於有商戶希望減租至清拆為
止，她回應指如有商戶想繼續經營但遇特別情
況，政府會作人性化考慮，目前持開放態度。

參考藍田邨石排灣邨經驗
羅淑佩指出，華富邨已有逾50年樓齡，居民

都覺得是時候要重建，房屋署同事多年來一直
與居民保持聯絡溝通，告訴他們工程計劃及進
度等。她表示，當區區議員亦希望知道華富邨
具體的重建細節，以便處理居民需要時有更多
資料，政府會再安排向全體的南區區議員介紹
及解釋，讓他們有機會直接與政府交流華富邨
的重建細節。另外，政府亦會成立社區服務
隊，讓一些專業、有社工經驗的同事去協助居
民，讓他們在重建過程中感到安心，將來在新
接收邨得以安居。

成立社區服務隊協助居民
對於有商戶希望能獲減租至清拆為止，羅淑
佩表示，政府有完善制度安置住戶和商戶，如
有商戶想繼續經營但遇特別情況，政府會作人

性化考慮；如有部分年邁商戶可能在重建後不
再經營，政府亦會以開放態度考慮各項建議。
她說：「對商戶而言，我們當然歡迎他們繼

續去經營，接近清拆就要考慮搬遷，或者是否
在新的地方繼續經營，我們都有一套制度。可
能有些商戶因為年事已高，趁華富邨重建歷史
任務完結便光榮結業；但如個別商戶很有興趣
繼續做下去而有特殊情況，我們會個別考
慮。」
另外，政府承諾在2023/24財政年度開始，推

出3幅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樂建居」土地，
首幅柴灣祥民道地皮將開始招標。羅淑佩表
示，樓巿撤辣後交投回升，市民買樓意慾增強，
樓價亦平穩發展，政府樂見這種狀況，因此在這
個時候適時推出土地。

「關愛無小事，溫暖遍社區」，南昌北
關愛隊的成員和義工來自不同界別：有熱
心公益服務的商界、有經驗豐富的社區工
作者、有熟悉區情的當區居民、有具創新
思維的年輕人等等。雖然各人來自不同領
域，但大家目標一致：從心出發，努力走
進社區，以多元化的活動及服務與居民建
立聯繫。
今年1月，我們舉辦了「全深關愛運動

共融」親子足球同樂日，逾百位來自深水
埗的基層兒童及其家長一同走出本區，於
南華體育會運動場參與由香港足球先生丘
建威及其團隊帶領的足球體驗日。當日天
氣雖然寒冷，但大家都積極投入活動，學
習不同的控球技巧。參加者都表示很難得
有機會在仿真草球場上進行足球活動，期

望關愛隊未來為基層家庭帶來更多親
子及體驗活動。
從過去的探訪服務中，我們獲悉小
區內有不少基層學童受經濟條件和居
住環境所限而未能參與課外活動，並
因此限制了他們在文娛興趣的發展。
有見及此，關愛隊希望透過與體育團
體和商業機構合作，凝聚各界力量，
鼓勵團體提供場地或資源，為基層家
庭提供更多體育和藝術活動，以擴闊
視野和培養正向思維。
為了加強南昌北小區的藝術氛圍，關愛
隊日前與香港設計中心和新生精神康復會
合辦「設計深度行工作坊」，透過花藝、
軟陶藝術、擴香石等工作坊讓居民盡享創
作之樂之餘，同時加深居民對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童及精神復康人士的了解。3月9
日當天，適逢深水埗民政處也在通州街橋
底空地舉行18區日夜都繽紛活動「尋．埗
文青市集」，兩項活動同時舉行，進一步

強化了深水埗的文化設計區定位。
未來，深水埗南昌北關愛隊望能鼓勵更
多熱心服務地區的商界好友，結合他們的
力量，為社區創建更多機會，讓基層及弱
勢社群有更多融入社區和參加活動的機
會。南昌北關愛隊會繼續以貼地及創新的
形式讓居民拓展潛能，建立藝術和運動共
融的社區，為小區注滿愛和能量。

◆深水埗南昌北關愛隊隊長 徐志道

從「深」出發 運動藝術愛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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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料全部區議員月底前開辦事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市區重建局本月
15日公布展開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由於
項目涉及歷史悠久的花墟，社會關注該發展項
目的花墟保育問題，擔憂重建會令花墟失去其
特色。巿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
強調有關項目的規劃目標，不單只是保留現有
花墟的特色，更會加強其特色和氛圍，為花墟
注入多元發展和新活力，如包括塑造花墟道與
太子道西以外的「第三條花墟步行街」，給予
店舖營運者更多空間以及更優質的營商環境，
讓行業能「有機」地長遠持續發展，不應以偏
概全地將「重建」與破壞或消滅地區特色劃上
等號。

巿建局：加強特色氛圍增吸引力
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涉及6個地盤，總面
積逾2.9萬平方米。韋志成指出，花墟一帶樓宇
平均樓齡超過50年，會隨時間老舊殘破，反問
若非市建局有序地重建，而是由不同私人發展
商以個別項目獨立發展，花墟的完整性會遭到
什麼程度影響，氛圍和特色又如何能保存延
續？
他表示，巿建局首次在啟動項目前委聘顧問
公司，到訪花墟超過100間花店，以問卷調查
形式成功訪問超過60名於花墟經營花店的營運
者，以及700多名到訪的市民。調查發現營運
者面對三大問題，包括缺乏足夠空間擺放貨
物、欠缺上落貨位置，以及沒有足夠泊車位。
逾九成受訪者冀增設公眾停車場、改善行人路
設施，另有過半數花店營運者和光顧市民認為
改善花墟周邊公共空間設計、塑造賞花熱點及
增加多元化經濟活動，有助提升花墟特色和吸
引力。

改善公共空間 多元化發展添活力
因應上述意見，他表示團隊建議其中面向洗
衣街的地盤，臨街地面部分後移，騰出更多地
面空間讓新建的花店展示貨物。另外，項目提
出構建的「城市水道」及水道公園，將串連花
墟及周邊球場與體育館，並開放現時分隔及被
圍封的設施及公共空間，改善暢達性。
團隊並建議以「一地多用」模式興建多用途
綜合大樓和地下公眾停車場，額外提供約220個
泊車位及約10個公眾上落貨車位，而綜合大樓

基座內提供商業活動、餐飲和可作花店用途的零售地舖，加
上大樓內重置的運動場館和足球場，以及新增的政府設施，
可望帶動人流，為花墟注入更多元化的經濟活力。
現時花墟的花店多集中在太子道西與花墟道一帶，團隊
規劃時沒有進行大規模重建，只選取花墟道一帶4個面積較
細、分散零碎而重建潛力和裨益低的16間店舖地段，透過

地積比轉移手法，
將這些地盤改建成
公共空間及低矮建
築，維持花墟道低
密度發展的氛圍。
巿建局希望將這
個項目與太子道西/
園藝街項目所連接
的後巷，塑造成花
墟道及太子道西以
外「第三條花墟步
行街」，更連接毗
鄰的園圃街雀鳥花
園，提升花墟一帶
暢達性和步行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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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善里是一條經歷了半個世紀風雨、位於兩排超過60
年樓齡樓宇之間的公眾街道。

◆◆兼善里提供穿越青山道至昌華街的走道兼善里提供穿越青山道至昌華街的走道，，而據香港文匯報而據香港文匯報
記者觀察記者觀察，，街內二十多間商舖街內二十多間商舖，，現時僅剩數間現時僅剩數間。。

華富邨重建 商戶減租有得傾

◆巿建局團隊將優化園藝街及園圃街
一帶後巷。圖為初步規劃構想圖。

◆南昌北關愛隊今年初舉辦了「全深關愛運動
共融」親子足球同樂日。

兼善里是一條經歷了半個世紀風雨、位於
兩排超過60年樓齡樓宇之間的公眾街

道，全長約145米、闊約5.8米。市建局自去
年4月開始進行收購及安置工作至今，已有近
一半居民遷離。
兼善里街坊關注組發言人林碧基昨日表
示，兼善里作為內街，本身為區內居民以至
市民提供穿越青山道至昌華街的走道，且自
成一個社區，「市建局聲稱透過市區重建，
締造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及文化，現時卻提出
將兼善里永久封閉，是剝奪了社區內已自然
而生的社區特色文化。」

已收逾200封反對信 續作諮詢
林碧基續說，已在短短兩星期內收集了逾
200封市民的反對信，期望於下月23日諮詢
期前收集更多街坊意見，促請市建局不要只

講經濟效益而破壞社區的特色。他建議保留
兼善里用作規劃重點，可讓不同背景及種族
的居民有一個公共空間可以活動交流，亦可
讓搬走的街坊回來敘舊，延續社區人情味，
真正發揮到市建局所提倡的「社區營造」及
「以人為本」的精神。
現年70歲的英姐已在兼善里居住了近15

年，雖然現已舉家搬往大圍的公屋，但對兼
善里仍有着獨特的感情，認為這條短短的巷
子有濃厚的人情味。她憶述，兼善里從前是
一條衞生環境十分惡劣的街巷，「街坊會隨
處丟垃圾，把兼善里變成一條老鼠和垃圾共
存的街道」，後來經過一眾街坊的努力，讓
兼善里成為街坊們的聚腳地。

垃圾街已成聚腳遊樂地夢工場
她續說，每次慶祝不同節日時，街坊們都

會聚集起來一同參加活動，例如在新年間製
作環保燈飾，把兼善里裝飾至具濃厚的節日
氣氛，而她即使已經搬離，目前仍在兼善里
的一間社企飯堂擔任義工，派發免費飯盒予
有需要街坊。
就讀大學視覺藝術系一年級的18歲Richard

則於數年前與家人一同搬進兼善里。他坦
言，當時眼中的兼善里是一個衞生環境十分
惡劣、滿街垃圾、老鼠四處出沒的地方，鄰
里之間亦沒有交流，「那時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可以盡快搬離此地！」直至一次偶
然機會下，Richard參加了關注組在天台的噴
畫活動，與街坊們合力把天台雜物清理乾
淨，並合力發揮創意，將天台化身成街坊理
想的遊樂場。該些活動令他深感兼善里的潛
力，故即使如今已搬離，依然期待在節日時
回到昔日社區與街坊們繼續「發夢」。

◆「兼善里街坊關注組」及部分居民召開記者會，期望政府尊重居民意願，保留兼善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