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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報告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 
 
 
廉政公署西港島及離島辦事處 2018/2019 年度工作計劃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4/2018 號 ) 
廉政公署 (廉署 )代表介紹 2018/19 年度的工作策略及計劃重點，表示

今年推行以「全城．傳誠 45」為主題的倡廉活動，費用全數由廉署支

付，並邀請中西區區議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活動。委員關注廉

署如何向新來港人士宣傳廉潔訊息。廉署代表回覆表示會透過不同政

府部門、學校、非政府組織、屋邨和電台加強宣傳防貪信息。  
 
 
公眾收費電話機數目檢討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5/2018 號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通訊辦 )代表就中西區區內使用率極低的電話

亭電話機從全面服務責任中剔除的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通訊辦根據

三項由通訊事務管理局定下的指導原則，建議剔除區內四十部電話亭

電話機，該四十部電話機於二零一五年和二零一六年期間每日平均收

入不多於一港元。  
 
委員認同需要檢討電話機的使用量，但認為需要仔細考慮遊客和市民

使用緊急電話的需求，並對一次性剔除個別選區內所有電話亭有保

留。大部分委員希望通訊辦考慮改建電話亭以提供增值服務，包括提

供 Wi-Fi、充電服務及善用電話亭舉行漂書活動。有部分委員提出希

望通訊辦在選擇剔除鄰近電話亭時，考慮保留現時設有 Wi-Fi 裝置的

電話亭，並將所節省的資源用於在現有的電話亭安裝 Wi-Fi。有數名

委員擔心數年後通訊辦會進一步剔除區內的電話亭，亦有個別委員詢

問通訊辦會否考慮縮小現有電話亭的規模。  
 
通訊辦代表表示需要得到地政總署批准，才能在電話亭提供額外的增

值服務或改變電話亭的規模。通訊辦解釋在剔除部分電話亭的補貼

後，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Limited 會否增加 Wi-Fi 熱
點屬 HKT 的商業決定。文件的附表中剔除電話亭的建議屬初步建議，

通訊辦會考慮委員的意見，修訂有關列表後將以書面方式諮詢委員意

見。  
 
 
 
 



 
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四次

報告的項目大綱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6/2018 號 ) 
勞工及福利局和婦女事務委員會 (婦委會 )代表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 (公約 )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諮詢區議會。委員關注女

性就業、侍產假、母乳餵哺、家庭女傭及丁權等議題。  
 
 
露宿者服務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19/2018 號 ) 
委員表示區內 24 小時快餐店有不少露宿者逗留，指出或有宿位不足

的問題，並要求政府增加對中西區內露宿者的支援。社會福利署 (社
署 )代表表示署方一直關注露宿者的福利需要，通過不同途徑為露宿者

提供適切的社會福利支援服務，包括物資、經濟、住屋和輔導等援助。

署方指目前為露宿者提供通宵或臨時居所的宿位並未出現爆滿的情

況，署方會繼續聯同非政府機構密切跟進露宿者的情況。中西區民政

處代表表示民政處主要負責協調跨部門工作，處方會繼續跟進區內露

宿者的個案和協調各部門進行視察工作。  
 
 
要求延長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0/2018 號 ) 
委員要求延長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於公眾假期的開放時間，以及取消

星期四閉館安排，讓更多市民可以使用圖書館服務。委員認為《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不合時宜，未能真實反映市民對區內圖書館服務的

需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代表指參考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3 月期

間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資助試行延長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開放時間

的計劃，署方表示現有的人手編制不足以應付因長期延長開放時間而

增加的工作量。為推動社區的閱讀風氣，公共圖書館將於 2018 年第

三季推行為期三個月的試行計劃，於港島、九龍及新界各選一間 (合

共三間 )不同類型圖書館 (主要、分區及小型圖書館 )，延長星期日及公

眾假期的服務時間至晚上 8 時，署方將於短期內公布該計劃的詳情。 
 
委員會通過去信康文署署長，要求取消星期四閉館安排，並檢討《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定每 20 萬人口設立一所分區圖書館和每 40
萬人口的地區提供一間主要圖書館的指引。  

 
 
 
 
 



強烈關注郵票退款機制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1/2018 號 ) 
委員關注郵政署在調整本地信件郵費後，不接受市民以補上差價更換

面值 2 元郵票的事宜。委員認為郵政署作為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

將郵票商品化並不合理，沒有考慮消費者希望考慮簡便郵寄程序，做

法亦不環保。 
 
委員會通過去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譴責郵政署缺席會議，以及

對署方作為政府部門不接受市民以舊郵票補上差價以換取同等價值

新郵票的做法表達不滿。  
 
 
關注大會堂擴建及拆卸郵政總局一事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7/2018 號 ) 
委員關注早前政府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款項擴建中環大會堂。有數名

委員 要求政府把中環郵政總局內的空間轉為大會堂額外的表演場

地、演奏設施及後台空間，以節省擴建大會堂的支出及所需的土地，

同時避免拆卸郵政總局；有數名委員則對將郵政總局轉為表演場地有

保留，認為應先充分諮詢表演團體的意見及研究其可行性。  

 
發展局代表表示郵政總局大樓位於中環新海濱三號用地內，局方在

2007 及 2008 年分兩階段進行《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的廣泛公

眾參與活動。三號用地建議主要作辦公室和零售的商業用途，用地內

的建築物會坐落於連貫的園景平台上，平台由拆卸郵政總局後的內陸

位置向海濱伸延至中環碼頭。局方其後亦就三號用地的設計概念圖分

別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和中西區區議會的

意見。保留包括郵政總局大樓等現有建築將令三號用地的設計概念無

法實現。康文署代表表示擴建和翻新大會堂的計劃尚屬初步規劃階

段，初步設計工作完成後，署方會諮詢相關的持份者，包括中西區區

議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其他相關持分者及藝術團體。  
 
 
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的顧問研究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28/2018 號 ) 
民政事務局和德勤諮詢 (香港 )有限公司代表向區議會介紹正在進行的

「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的顧問研究」，表示正收集各持分者的

意見，以檢視各類體育設施的需求情況，以及考慮是否需要和應如何修

訂現行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便在未來更有效地滿足有關需求。

委員關注區內室內運動場不足、欠缺網球場、提出讓本區居民和團體

優先預約區內體育設施的建議及建議了解將來運動的趨勢。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