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議員接查詢量遠超接觸市民量
工作報告昨起可供查閱 灣仔南區議員大多超標完成任務

現屆區議員上任首年的工作報告昨日起供

公眾查閱，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其中兩區

（灣仔區及南區）區議會秘書處查閱，兩區

共30名區議員均完成獲指派的任務及工作指

標，有區議員接獲市民意見和查詢的次數更

是其接觸市民數量的3倍以上。有區議員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希望市民透過

工作報告看到一個腳踏實地、幹實事的區議

會（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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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特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卓
永興帶領各部門打擊衞生黑點，計劃成效顯著，衞生黑
點名單昨日更新，黑點數目由近740個減至約100個，大
幅剔除630多個衞生黑點，佔整體衞生黑點數目的八成
半。計及情況獲改善，但未足兩年的60多個衞生黑點，
實際上多達94%曾出現在黑點名單的地點，整體情況已
得到改善。有近60個衞生黑點的油尖旺區，當區有區議
員表示食環署已加強巡查，不少黑點情況已有改善，但
仍有人非法將泥頭等建築廢料傾倒在後巷內，冀環保署
加強執法，令情況進一步改善。
卓永興昨日感謝各部門兩年多同心協力和積極配合，
持續整頓巡查，令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顯著收效。他
表示在今年2月的地區治理專組會議中，指示各部門審視
738個衞生黑點情況，確定適合從名單剔除的黑點，並繼
續積極跟進情況尚待改善的黑點。據各部門檢視結果，
名單上94%即696個黑點衞生情況已大有改善，可考慮從
名單移除，但當中64個黑點尚未達至須持續兩年改善的
標準，故仍保留在名單內。
他強調，政府打擊衞生黑點工作沒有完結一日，「各

有關部門會繼續努力不懈，密切注視這些地點的衞生情
況，一旦發現情況有變，即採取行動。」
特區政府2022年8月展開打擊衞生黑點計劃時，黑點

數目有663個，2023年1月推出網頁讓市民就黑點回饋意
見，令黑點數目於同年7月增至738個，經地區事項統籌
工作組（後改稱環境衞生及市容工作小組）的統籌和部

門努力，逾九成黑點在去年初已大有改善，達到行政長
官2022年施政報告中訂下的績效指標，即2023年年底前
至少消除75%黑點。
根據名單，大埔區是十八區中最多黑點的地區，多達

135個，但已全部剔出名單，其次九龍城區亦有81個黑
點被剔出名單，只餘10個黑點仍列入名單內。至於油尖
旺區，也有36個黑點被剔除，但仍有23個黑點在名單
內，當中有17個地點改善情況未足兩年，餘下則有6個
黑點未曾改善。
油尖旺區區議員許德亮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區內巿民

棄置垃圾及店舖雜物阻街情況已有改善，除食環署人員
有加強巡查外，政府大幅提高亂拋垃圾的罰款至3,000元
及店舖阻街罰款增至6,000元，亦起一定阻嚇作用，「但
仍有人偷偷將泥頭等建築廢料倒在後巷中，需要加強執
法和宣傳。」

議員倡賦權食環署跟進建築廢料
他解釋，由於油尖旺區有不少舊廈要維修，故有不少

建築廢料，加上區內劏房多，租客搬出搬入，一些舊床
褥等亦會被棄置，「泥頭等建築廢料乃由環保署負責，
環保署不似食環署那麼多人巡查，好似曾有店舖外有雜
物，食環見到好快就清理，但見到泥頭等則轉介環保署
跟進，處理時間就長咗。」
他建議修改法例，賦權食環署可同時就建築廢料遺棄

問題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特區政
府社會福利署為支援獨老、雙老、護老
者及殘疾人士，去年3月在荃灣區及南
區推出「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支援長
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透過區內關愛
隊為長者及照顧者提供支援，截至今年
2月底，兩區共36支關愛隊已探訪和接
觸超過7,200個有需要住戶，而今日起將
計劃擴展至全港十八區，為有需要的長
者及照顧者提供支援並送上關愛，預計
全港452支關愛隊未來一年將接觸逾6萬
個有需要住戶。
社署昨日舉行「地區服務及關愛隊
伍—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啟動
禮，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向十八區的關
愛隊頒發委任狀，並在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孫玉菡、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
焱和社署署長杜永恒陪同下主持誓師儀
式。
卓永興致辭時表示，南區和荃灣區的
先導計劃，共接觸逾7,200個有需要住
戶，並作超過1,200次福利服務轉介，同
時讓超過300名殘疾人士和長者獲得資
助安裝平安鐘。相關計劃現邁向重要新
一頁，而照顧者是長者和殘疾人士生活
中的重要支撐，鼓勵各持份者「出力」
和「借力」，通過計劃將照顧者和關愛
隊的力量擴展到全港，關愛隊要成為社

區關愛使者，令各區長者感受到社會支
持，並要與其他持份者加強合作，期望
照顧者支援專線和關愛隊緊密聯繫，更
有效整合資源。他預計全港452支關愛
隊未來12個月能接觸超過6萬個有需要
住戶。
油尖旺和深水埗區的關愛隊昨在啟動
禮結束後隨即行動，聯同當區民政事務
專員及福利專員探訪區內住戶，介紹福
利服務，並鼓勵有需要時尋求協助。油
尖旺區旺角南關愛隊隊長何卓峰表示，
旺角南社區有諸多舊式樓宇，不少長者
居於高層行動不便，區內亦有很多劏房
長者戶，居住空間狹窄、環境衞生欠佳
且租金高昂，會與關愛隊隊員探訪及幫
助更多唐樓和劏房長者戶，聆聽住戶心
聲，讓劏房長者及獨居長者感受到社會
的關懷。

盼幫助更多長者裝平安鐘
葵青區荔景關愛隊隊長鄭臨則表示，
他與關愛隊成員過往一年裏已經常探訪
公屋長者，尤其在天氣轉冷時定期組織
探訪活動，了解長者生活所需，並提供
情緒及心理支援，減輕他們的孤獨感並
擴闊社交網絡，期望未來一年能幫助更
多長者安裝平安鐘，「將長者穩穩地呵
護住」。

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擴全港
關愛隊料一年可接觸逾6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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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仔大道後巷

旺角東安街後巷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

「
地
區
服
務
及
關
愛
隊
伍

—
支
援
長
者
及
照
顧
者
計
劃
」
啟

動
禮
昨
日
舉
行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曾
興
偉
攝

完善地區治理後選舉產生的第七屆區議會
由 2024 年 1月 1日開始運作，分別由 18

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各區議會主席。
區議會共有 470個議席，包括委任議席 179

個、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176個、區議會地方選
區議席88個及由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的當
然議席27個。

報告由五部分內容組成
按照查閱程序，記者首先要在場填寫申請查閱
表格，除了簡單個人資料，如姓名、電郵外，還
需填寫想查閱的區議員的名單，抑或寫全體議
員，稍等片刻就可以看到報告。每位區議員對應
一份報告，每份報告由五部分內容組成：1）報
告期內獲指派的任務及工作指標和完成情況；
2）接獲市民意見或查詢的次數及跟進情況；
3）所關注的地區議題，以及為此跟進工作；
4）曾協助舉辦的社區參與活動；5）其他與區

議會諮詢及服務職能相關的工作。
報告內容與《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指引》中列
明的工作報告涵蓋內容範圍相若，惟指引中提到
的「接獲市民意見或查詢的次數及跟進情況」和
「處理或轉介的個案數目及類別」似乎綜合成一
表，報告內容以事項類別、跟進及處理宗數來製
表統計。
記者查閱了兩區的共30位議員的工作報告，
灣仔區共有10位區議員，包括4位地區委員會界
別議員、4位委任議員、2位區議會地方選區議
員；南區共有20位區議員，包括8位地區委員會
界別議員、8位委任議員、4位區議會地方選區
議員。
針對報告第一部分「獲指派的任務及工作指標
和完成情況」，包括親身當值會見市民、跟進地
區關注的議題、協助宣傳政府政策、親身參與不
少與6次地區活動、參與社區建設活動、協助應
對惡劣天氣及緊急事項。每份報告均有描述議員

的完成情況，多數是超額完成。
任務以外的數字亦有信息量，如區議員在「會
見市民計劃」中接觸的市民數量有限，但在「會
見市民計劃」外與市民的接觸量高，而他們跟進
的市民意見或查詢數量均超過與市民的總接觸
量，有的甚至超3倍，換句話說，平均見一位街
坊就接獲3次意見或查詢。

可即場查閱或預先約時間
市民可以透過報告了解區議員的重點工作，有

在場職員建議，市民前往查閱前可先致電當區區
議會秘書處約好查閱時間，不過即場查閱也可
以，但有機會要排隊稍作等候。記者昨日嘗試在
灣仔區民政事務處即場填表申請查閱，亦有致電
南區民政事務處秘書處約時間查閱，均順利查
閱，昨日並未限制查閱時間，現場可作簡單筆
記，惟不能拍攝報告內容，但可以申請複印，
1.5元/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蔡學怡）今屆區議員
任內首份成績單昨日出爐，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多
位區議員，無論是資深議員還是新丁議員均認為，
履職監察制度對市民和議員都有好處，他們希望更
多市民了解議員工作，未來自己也能更廣泛接觸市
民，提供貼地服務，聆聽心聲，做好上情下達、下
情上報。
觀塘區區議員柯創盛參與區議會工作已20多年。

他表示，從大家的年度履職工作報告可以看出來，
完善地區治理後選出一班愛國愛港的區議員對民生
福祉很有承擔。政府從今屆區議會起制定新的履職
監察制度，無論對市民還是區議員都是好事，透過
這份年度工作報告，市民可以系統性地了解區議員
工作，議員能更好回顧過去工作的着力點，對未來
工作更有規劃。
他認為，市民對議員要求較以往更高，過去一年
各區都有針對性的工作計劃，如觀塘區就着力在交
通問題上，工作更加精準到位，「未來的工作除了
要處理民生日常工作，更要反映市民意見，作貼地
的政策研究，向政府建言獻策。」
灣仔區區議員穆家駿早前自主完成了2024年的個
人工作報告，並製作成印刷品發放到當區市民的信
箱內，他期望市民可以藉此了解其社區工作情況，
知道在需要協助的時候能如何聯絡。「區議員工作
報告是一個官方的渠道展現給市民看，這一屆區議
會都在幹實事，而我個人的工作報告，則是用另外
一種形式，希望給街坊們一個清晰的交代。」

凌晨尋噪音源助長者解困
回顧過去一年工作，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位長
者向他投訴，每天凌晨四五點就受到噪音滋擾，他
得知後便與環保署職員連續幾天的凌晨四五點到長
者家中進行噪音檢測，最後成功找到噪音來源，並
對造成噪音滋擾的商舖進行了提醒，要求其做好隔
音措施。
東區區議員梁力表示，工作十分充實，無論是委
任、直選、間選的區議員，大家為市民解決難題時
不分彼此，工作時有交集，在新一屆區議會當中，
議員工作內容更廣泛，除了每日接觸市民，聆聽市
民意見，還會為市民作政策解答，同時也能更好聯
繫政府各個部門，為市民解難。
他舉例，去年12月，區內一個私人屋苑水泵發生

故障導致停水，他馬上聯絡水務署派出水車為受影
響用戶提供緊急臨時食水，也會聯繫地區力量，為
行動不便的長者住戶抬水上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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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
2024年1月1日實施《區議員履職

監察制度指引》，要求區議員遵守多項要求，包括
出席區議會會議達80%以上、離開香港的時候要申
報、在上任後3個月內需開設辦事處，而辦事處不
單需要在辦公時間內服務，也要有非辦公時間（服
務），以便街坊可以在放工後到議員辦事處聯絡議
員，最少參與區議會轄下3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或
其總數的半數或以上，以及有會見市民的計劃等

等。區議員需要每年向區議會主席提交工作報告，
闡述該年度的工作重點。

《指引》還訂明可構成行為失當的行為，包括
在沒有合理理由下不履行區議會主席指派的任務
及未達到工作指標，每年兩次或以上在沒有合理
理由下缺席會議；行為極不檢點，觸犯在香港實
施的法律，被法庭定罪並判處監禁，濫用區議會
資源或區議員身份，謀取個人利益，阻撓其他區
議員或官員出席或離開會議、政府辦公室等場

地，擾亂區議會會議秩序等。
當區區議會主席在獲得同區不少於3名區議員

的聯署，或當區區議員在會議上提出動議，並獲
過半數出席會議的議員投票通過動議下，可發起
對被指行為失當的區議員的調查。調查會由民青
局局長委任的「監察委員會」進行。如認為聯署
或議案的指稱屬實，可對涉事區議員發出勸喻信
或作出警告，罰款或暫停職務等處分。該機制設
上訴機制，涉事區議員可於裁決結果通知書發出
日期後的14天內以書面申述的方式向政務司司
長提出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監察履職有指引 方便街坊見議員
話你知

治理前 現狀

治理前 現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區議員工作報告，其中灣仔區及南區區議員大多超額完成任務和工作指
標。圖為灣仔區區議會開會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