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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  
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  

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  
第四次会议  
会议纪录  

 
日 期  ：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四）  

 
时 间  ：  上午十时正  

 
地 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叶永成议员 ,  SBS, BBS, MH, JP 
 
副主席：  
叶亦楠议员 ,  JP 
 
委员：  
王倩雯博士  
吴然议员  
吕鸿宾议员  
李志恒议员 ,  MH 
丘松庆议员 ,  MH 
金玲议员 ,  MH 
施永泰议员  
胡汶轩议员  
张宗博士  
张嘉恩议员  
陈建强医生 ,  SBS, BBS, JP 
冯家亮博士  
杨开永议员  
杨学明议员 ,  MH 
赵华娟议员 ,  MH 
刘天正议员  
罗锦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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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杨哲安议员  
 
嘉宾名单：    
   
第 3 项    
王嘉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机电工程师（电动车） 2 
张奕琪博士  环境保护署  环境保护主任（电动车） 23 
罗世楠先生  运输署  工程师╱中西区 1 
郑治伟先生  运输署  工程师╱中西区 3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第 4 项    
王嘉强先生  环境保护署  高级机电工程师（电动车） 2  
张奕琪博士  环境保护署  环境保护主任（电动车） 23  
   
第 5 项    
袁伟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工程师╱ 7（南）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第 6 项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周嘉欣女士  民政事务总署  建筑师（工程） 3 
刘伟才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  高级工程督察（香港）  
吕文杰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  工程督察（香港） 2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第 7 项    
刘伟才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  高级工程督察（香港）  
吕文杰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  工程督察（香港） 2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第 8 项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第 9 项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第 10 项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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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张帼莹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王嘉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1  
陆珈泯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2 
李淑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总康乐事务经理（香港西）  
罗敏年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洪亦雯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援）  
陈淑霞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高级馆长（中西区）  
利耀军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馆长（大会堂公共图书馆）  

借阅服务  
袁伟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级工程师╱ 7（南）  
黄德诚先生  渠务署  高级工程师╱港岛西  
何汉栋先生  路政署  区域工程师╱西区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助理（区议会） 7  
 
 
欢迎  
 

主席表示由于已有足够法定人数，因此宣布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地

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地工会） 2024 至 2025 年度第四次会议正式开始，并

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他首先代表地工会欢迎接替鲍乐善女士的中西区副康乐

事务经理（分区支援）洪亦雯女士。主席表示为识别与会者身份，秘书处职

员会检查进入会议室人士的职员证及索取名片，入内采访的传媒及议员助理

另需要登记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以作记录。为了更有效进行讨论，现建议

每项讨论事项以「四分钟包问包答」形式进行，亦请各位出席代表在发言和

回应时尽量精简。主席请委员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  
 
 
第 1 项：通过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地区设施及工程委员会二零二四至

二零二五年度第三次会议纪录  
（上午 10 时 01 分）  
 
2.   主席表示秘书处在会前没有收到委员提出就地工会 2024 至 2025 年度第

三次会议纪录（拟稿）的修订建议。由于各委员对有关会议纪录（拟稿）再

没有其他修订建议，主席宣布有关会议纪录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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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项：主席报告  
（上午 10 时 02 分）  
 
3.  主席表示秘书处在会前收到杨哲安议员提交是次会议的《缺席会议通知

书》，杨议员表示因有其他公务而未能出席地工会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

第四次会议。主席表示根据《常规》第 64 条建议地工会不同意杨议员的缺

席会议申请。由于没有委员提出意见，主席宣布地工会不同意杨议员提交的

缺席会议申请。  
 
 
讨论事项  
 
第 3 项：要求政府部门再度考虑于干诺道中及干诺道西天桥底位置改作泊车

位（部分用作电动车充电站）及兴建简单社区设施方便市民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5/2024 号）  
（上午 10 时 03 分至 10 时 27 分）  
 
4.  主席欢迎环境保护署（环保署）、运输署及路政署代表出席会议，并表

示文件是由地工会全体委员提交。主席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一轮发言，委员

的意见和提问简述如下：  
 

（ i）  表示除了讨论文件提及的位置之外，中西区区内有很多地方都可以

增加电动车充电设施，而区内亦有不少私人屋苑透过政府推动的

「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划」安装了充电设施。设置充电设施涉及

接驳电源，因此期望政府考虑与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合作，并且在更

多不同位置例如在停车收费表位加设充电设施，让更多居民受惠。 
 

（ ii）  认为各政府部门应该齐心合力设法增加中西区的泊车位，团结一致

促进经济发展。指出水街对出的干诺道西天桥底位置曾经设置渠务

署和水务署的办公室，所以应该可以改建为停车场，但该位置却一

直空置，浪废了土地资源，因此期望部门积极考虑善用土地，做到

物有所用。  
 

（ iii）  表示无限极广场对出的干诺道中天桥底位置占地广阔但长期空置，

造成严重浪费。指出各个政府部门的书面回复都没有否定该处可以

发展为社区设施用途，为此查询应该向哪一个部门提出申请，或是

否可以由政府主动研究把该处发展为可供休憩或开会的地方，有助

解决区内社区设施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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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查询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干诺道西天桥底位置的停车场使用情况如

何，设置停车场后有否影响交通，以及会否考虑在干诺道西天桥底

其他位置加设路旁停车收费表。指出湾仔区有利用天桥底位置作为

社区团体办公室的成功例子，查询政府会否考虑开放天桥底位置给

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使用。  
 

（ v）  
 
指出中西区一直以来都有泊车位不足问题，而且电动车日趋普及，

期望政府可以尽量在现有泊车位加装充电设施。认为政府不应补贴

市民免费充电，反而应该提供折扣让市民利用公共停车位付费充

电，有助增加政府收入。  
 

（ vi）  
 
引述运输署的书面回复表示正研究于干诺道西近嘉安街路口位置

加设电单车泊位，为此查询有关位置是否指电车厂对出干诺道西天

桥底，还是靠近维港峰对出的位置。  
 

5.   运输署代表就委员的意见和提问作出综合回应，署方正考虑在维港峰对

出╱近嘉安街的干诺道西天桥桥底位置加设电单车泊车位。署方将与相关部

门进行有关方案的技术可行性研究，包括检视该处的地下空间和公用设施的

走线。若研究结果显示有关方案技术上可行，署方将会进一步完善泊车位设

计和进行地区咨询。  
 
6.   路政署代表作出综合回应，表示路政署一直与运输署保持联络，并且会

就泊车位方案的可行性提供意见。  
 
7.   环保署代表表示署方会视干诺道西天桥底位置加设电动车充电设施的

建议等同于在街上的公众停车收费表加设提供充电设施。由于有关事宜与是

次会议的讨论事项第 4 项「关注中西区电动车充电位数量不足的问题」（中

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2/2024 号）有关，建议于稍后时间一并回应。  
 
8.   有委员表示嘉安街对出位置现时已经有不少电单车非法泊车，查询运输

署就增设电单车泊位进行的可行性研究何时完成。  
 
9.   主席请运输署就有关提问提供书面回复，并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

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会后备注：秘书处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已把运输署的书面回复以电邮发送

给各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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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项：关注中西区电动车充电位数量不足的问题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2/2024 号）  
（上午 10 时 27 分至 10 时 45 分）  
 
10. 主席欢迎环保署代表出席会议，他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一轮发言，委员

的发言内容分别简述如下：  
 

（ i）  相信将会有更多由内地生产的不同品牌电动车输入香港，又指现时

在深圳和广州有不少街上的公众停车收费表位已经安装充电器，不

明白为何香港未能做到。建议政府加快落实在中西区加设车辆充电

设施，又建议与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加强沟通，研究有何位置可以加

设充电器。  
 

（ ii）  查询政府有否与区内的公营机构或商业大厦合作，帮助他们加设车

辆充电设施，以及会否考虑加强与商业机构进一步合作。  
 

（ iii）  指出假如把一般公众停车收费表位改装成电动车充电位，届时将出

现应否让电动车有优先权使用停车位还是汽油车和电动车都享有

同等使用权的问题。根据现时的法例是没有给予任何优先权给电动

车停泊个别泊车位，因此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iv）  
 
指出充电停车位现时的增幅追不上电动车的增加数目，查询相关部

门是否可以提供 2024 年至 2027 年期间每年可以增加的充电停车

位数目。查询政府有否计划资助商场和商业楼宇于停车位加设充电

设施。虽然在街上的公众停车收费表安装充电设施可能涉及技术和

法律问题，但仍然同意在个别可行地方和公众停车场加设充电设

施，有关做法将有助政府达成在 2027 年年中前把充电停车位提升

至 200 000 个的目标。  
 

（ v）  
 
查询政府会否考虑把慢速充电站提升至中速充电站或快速充电站，

可否研究当中的可行性，询问是否涉及很多程序。  
 

11. 环保署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政府的政策方针一直是电

动私家车的车主应该尽量在居所、工作地点和经常到访停泊的地方进行充

电，而公共充电设施主要是供私家车车主在驾驶途中在有需要时进行短暂充

电。为了扩展私人屋宇的充电网络，政府已经透过「EV 屋苑充电易资助计

划」协助现有私人屋苑停车位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预计此计划在 2027
年至 2028 年完成后，可以协助约 700 个现有私人屋苑停车场约 140 000 个

停车位安装充电基础设施。在有关计划下，中西区内有 110 个私人屋苑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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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已获环保署批核，共涉及约 11,000 个停车位。截止本年 6 月底，已经完成

安装工程的停车位数目达 2 983 个，涉及 26 个私人屋苑。对于新建的私人

楼宇，政府已透过豁免计算楼宇总楼面面积的措施，鼓励新建私人楼宇配备

充电基础设施。至于公共充电设施方面，政府已经在 2023 年年底开始逐步

把现有政府停车场的电动车充电服务市场化，并交由营运商收取充电服务费

用。其中，中西区内现时有七个政府停车场已经开始提供收费的电动车充电

服务。随着政府的电动车充电服务市场化，预计会有更多私人停车场营运商

在旗下的公共停车场加装充电器，提供收费电动车充电服务给公众使用。长

远来看，署方认为香港未来的公共充电服务会按照市场的需求增加而稳步发

展。现时，无论是私人屋苑或公共停车场，都是以设置中速充电器为主。考

虑到市场对于快速充电器的需求渐增，政府现时正逐步把部分现有的油站转

型为快速充电站，以支援不同种类的电动车充电。政府在 2023 年 11 月已经

发信邀请相关营运商提交油站加装快速充电设施的初步建议书，共收到 99
个油站的初步建议书。政府在本年 3 月和 6 月已陆续发信邀请其中 83 个油

站提交详细计划建议书，当中有五个油站位于中西区，共涉及 35 个快速充

电器。最后落成的数量和时间将视乎计划书的审批结果，以及相关电力供应

的可行性。由于现时处于审议阶段，所以未能提供相关地点和细节的资料。

就有关提升慢速充电器的提问，署方举例指出天星码头停车场在市场化过程

中，负责的营运商已把慢速充电器全面提升至中速充电器。另一方面，由于

现有停车场的条件和场地限制较多，因此加装快速充电器会相对困难。  
 
12. 另一位环保署代表就委员的提问作出补充。就有关在 2027 年年中前把

充电停车位提升至 200 000 个目标的进度，环保署表示透过「EV 屋苑充电

易资助计划」、新建私人楼宇获豁免计算总楼面面积和公共停车场加装充电

设施，现时已有超过 50 000 个停车位配备充电基础设施，而且有关数字一

直增长。就有关在商场或其他停车场加装充电设施的提问，署方表示自 2019
年起在 70 多个政府停车场总共安装了约 1 600 个中速充电器。这些充电器

以往都是免费提供电动车充电服务，但署方自 2023 年年底开始推行市场化

计划，相关的政府停车场已在本年 6 月全部转为收费充电服务。署方发现，

实施市场化后，公共充电器的增长速度令人鼓舞，例如公共充电器的数目由

2023 年年底约 7 400 个增加至 2024 年年中约 8 700 个，增幅接近两成。署

方相信，推出市场化计划后，可以吸引更多供应商提供收费充电服务。就有

关引进内地电动车品牌的提问，署方欢迎内地不同牌子的电动车输入香港。

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型号电动车在进口香港时，运输署都需要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进行审批，环保署亦会参与当中有关的电动车型号的审批。环保署发

现，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口商从内地引入不同型号的电动车。虽然香港现时普

遍使用「欧标」制式的充电器，但是未来新建的油站转型为快速充电站时，

快速充电器将会加入内地使用的「国标」制式，期望内地的电动车都可以使

用香港的充电设施。就有关在公众表位加装充电器的提问，署方表示环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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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局局长早前指出，虽然现时的电动车增长数目迅速，但电动车在全港整

体车辆数目的比例仍然较低。政府会密切注意有关情况，考虑将来是否有需

要在公众停车收费表位增加充电设施，而环保署非常乐意为其他政府部门提

供技术协助。  
 
13. 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和政府部门代表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第 5 项：活化中西区防空洞提供更多空间服务市民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4/2024 号）  
（上午 10 时 45 分至 10 时 59 分）  
 
14. 主席欢迎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路政署代表出席会议，并开放议题给委员发

言。委员的提问和发言内容简述如下：  
 

（ i）  鉴于中西区缺乏新的土地供应，觅地进行发展并不容易，因此无论

从文物保育、公众教育、善用土地及社区设施的角度，政府都应该

多加利用区内废置多时的防空洞。表示理解部分区内的废置隧道位

置比较偏远，亦难以进行清理和活化工作。查询位于西宝城附近的

数个废置隧道现况如何，并指该些废置隧道位于民居附近，假如可

以利用该些废置隧道将较符合成本效益。  
 

（ ii）  认为无论对于本地居民或游客，如果可以好好发挥防空洞或废置隧

道的商业、历史和文化元素，对发展深度文化旅游甚具意义。期望

政府可以参考重庆的成功例子，指出当地共有 1 600 个防空洞，并

以「一洞一策」的形式开放给不同团体发挥创意，把每个防空洞都

变成别具特色的景点。  
 

（ iii）  指出香港亦曾经尝试把位于南区寿臣山的防空洞活化成酒窖，用作

储存红酒。虽然未必有需要把中西区区内全数 28 个防空洞进行活

化，但认为政府应该研究把仍然可以进入和安全的防空洞作为活化

试点，而不应该有困难便放弃。建议相关部门提供显示该些防空洞

现况的照片，甚或安排委员实地视察。  
 

（ iv）  查询路政署负责定期维修的三个防空洞的面积及现况。认为政府应

该在区内的 28 个防空洞中选择当中数个作为活化试点，又指现时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负责统筹和研究活化防空洞的事宜，希望有政府

部门可以担起责任。期望可以找到个别防空洞改造成酒窖、餐厅或

具有特色的文化设施，甚至是供关爱队办公或服务市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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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就委员的意见和提问作出综合回应，表示署方负责

保存废置隧道的资料供工程业界作为参考。如有需要，署方亦会就废置隧道

相关事宜为其他政策局和部门提供土力工程方面的意见，但署方并没有就活

化防空洞进行研究。根据资料显示，位于南里和山道的废置隧道已经被局部

填封，其出入口已经被封或难以寻找。应委员建议，署方表示可以于会议后

向相关委员提供有关仍然可以进入的废置隧道的具体状况和相片。表示废置

隧道已经长期荒废并欠缺通风，因此有机会是密闭空间，为了保障委员和署

方人员的安全，未能安排委员到访废置隧道实地视察。  
 
[会后备注：秘书处在 2024 年 7 月 25 日已把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的补充资

料以电邮发送给各委员。 ] 
 
16. 路政署代表就委员的意见和提问作出综合回应，表示现时在中西区内有

三条由署方负责维修的废置隧道，分别位于新街、卑路乍街和医院道，但该

些废置防空隧道的大部分段落及出入口已被堵塞或填封，只有部分段落仍可

进入。表示可以于会议后再向委员补充有关由路政署负责维修的废置隧道的

维修工作视察相片。正如刚才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所说，由于该些废置隧道

属于密闭空间，需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入内，因此未能安排委员实地

视察。  
 
[会后备注：秘书处在 2024 年 7 月 29 日已把路政署提交的补充资料以电邮

发送给各委员。 ] 
 
17. 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第 6 项：要求在区内增设宠物公园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6/2024 号）  
（上午 10 时 59 分至 11 时 11 分）  
 
18. 主席欢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民政事务总署及中西区民政事

务处（民政处）代表出席会议。主席开放议题给委员发言，委员的提问和发

言内容简述如下：  
 

（ i）  指出坚巷花园虽然并非宠物公园或宠物共享公园，但仍有市民会携

同犬只进入。由于坚道一带没有宠物共享公园，而且附近的楼梯街

设有狗粪收集箱，因此查询康文署会否考虑开放坚巷花园为宠物共

享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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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表示中西区尤其是半山有不少居民饲养宠物，很多狗主反映区内缺

乏大型和集中的地方可供放狗，导致出现狗只随处便溺问题，影响

环境卫生。建议署方考虑开放区内人流较少的公园作为宠物公园，

有助营造人与宠物共融的社区。  
 

（ iii）  
 
建议可以在区内公园举办更多让狗只和居民参与的活动，期望增设

更多宠物公园后可以改善区内狗只随处便溺的问题。  
 

（ iv）  
 
建议有关部门考虑把位于第二街和第三街之间的汇安里绿化区改

建为宠物公园。  
 

（ v）  
 
查询有关部门会否优化卑路乍湾海滨长廊附近的宠物设施。指出现

时的宠物共享公园以硬石地为主，担心狗只在天热时逗留太久会烫

伤足部，期望相关部门作出改善。  
 

19. 康文署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署方一直以提供优质的康

乐场地和服务为目标。现时中西区内共设有五个宠物公园和 14 个宠物共享

公园。一般而言宠物公园所需的面积较大，并且设有双栏设计和可供犬只使

用的基本设施。由于市民对狗只使用公园设施持有不同意见，署方需要在不

同意见之间作出平衡，并且需要考虑环境卫生和设施管理等因素。署方在

2019 年推出宠物共享公园计划，让主人可以带同宠物享用现有公园内的设

施。为了避免对其他使用者或其他宠物造成滋扰，主人必须为他们的宠物系

上狗带，并且妥善管束犬只。康文署对增设宠物公园或宠物共享公园一直持

开放态度，康文署会拣选适合地点，然后再检视其可行性。她补充，过去五

年署方共收到四宗要求在中西区内增设宠物公园或相关设施的个案，所有个

案基本上都已经获得解决。  
 
20. 民政处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今明两年将会有两个宠物

公园落成，分别是薄扶林道宠物公园和丰物道海滨宠物公园。至于有委员提

及宠物公园用地的物料问题，则表示由于处方设计时须考虑场地面积和排水

问题，所以薄扶林道宠物公园维持使用石地，而明年落成的丰物道海滨宠物

公园将会设有草地供宠物使用。  
 
21. 有委员表示薄扶林道宠物公园源自 2019 年的一个「地区小型工程计划」

项目，今年终告落成。他指上址位于天桥底，所以担心该处可能光线不足。

由于该处有部分花槽属于康文署管辖，期望民政处和康文署合作优化该处的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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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并表示以下的会议

交由副主席主持。  
 
 
第 7 项：建议于薄扶林道（近蒲飞路及学士台）的行人隧道出入口增设长椅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7/2024 号）  
（上午 11 时 11 分至 11 时 16 分）  
 
23. 副主席欢迎民政事务总署及民政处代表出席会议。副主席先请民政处代

表作简单介绍，之后再请委员就议题发言。  
 
24. 民政处代表指处方十分关注区内市民的需要，每年都会透过「地区小型

工程计划」加建及╱或改善区内设施，而处方本年已在山市街和太白台进行

优化扶手和楼梯工程，亦会于坚道行人道增设两至三张长椅供市民使用。处

方在进行增设长椅工程时须考虑可行性和安全性，包括行人道的阔度是否足

够及增设长椅的位置会否对使用者构成危险等。处方会派员到薄扶林道行人

隧道出入口位置实地视察，并与相关部门研究工程是否可行。  
 
25. 有委员指出因应居民意见而提出有关建议，并表示会在会议后向民政处

提供建议设置长椅位置的照片和设计，期望处方积极考虑。  
 
26. 民政处代表表示处方收到委员提供的资料后会再到现场实地视察及跟

进。  
 
27. 副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第 8 项：关注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设施问题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8/2024 号）  
（上午 11 时 16 分至 11 时 29 分）  
 
28. 副主席欢迎民政处代表出席会议。副主席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一轮发

言，委员的意见和提问简述如下：  
 

（ i）  指出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内可供表演使用的音响系统由

以往中西区区议会辖下的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拨款设置，可惜设施

现已变得残旧，只剩下数套无线咪仍可使用，射灯亦经常出现故障，

因此期望处方可以尽快更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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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查询社区会堂的更衣室翻新工程何时完成。  
 

（ iii）  表示收到有关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附近环境卫生问题的投诉，期望

有关政府部门多加注意。  
 

（ iv）  
 
提醒处方人员应该就设施损坏情况尽早通知租用场地人士，以预先

作出准备。表示曾收到一宗投诉，内容是有幼稚园租用社区会堂举

办毕业典礼，但由于设施出现问题导致未能安装背幕而严重影响拍

摄效果，使毕业学童及其家长感到十分失望。  
 

（ v）  
 
认为处方急需改善社区会堂内的音响设施，尤其是大部分扬声器都

不能运作，并且有一部投影机已经故障多时。建议处方在社区会堂

内加设咪架和演讲台，以及在台上设置 LED 显示屏幕墙。表示有

不少市民都不清楚社区会堂的位置，因此建议处方在西营盘港铁站

内加设指示牌。  
 

29. 民政处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

会堂的音响系统已经使用较长时间，部分设备出现老化问题。为此，处方除

安排更换和维修损坏的设备外，亦已经申请「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拨款，于

明年起更换社区会堂及坚尼地城社区综合大楼活动室内的音响系统，届时亦

会一并考虑于社区会堂加设咪架和演讲台等。此外，处方注意到场内扬声器

出现失灵，已向机电工程署暂时借用两部座地扬声器，并已放置在社区会堂。

除了明年更换音响系统外，处方早前亦留意到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出现老化

问题，经与建筑署商讨后，自去年起安排陆续翻新大楼设施，包括礼堂内的

墙身和地板，而本年将会翻新更衣室和洗手间，其中更衣室的翻新工程已于

本年 6 月完成并重新开放。男厕的翻新工程亦已完成及对外开放，而女厕和

无障碍厕所的翻新工程则会在本年年尾进行。处方会就社区会堂附近的环境

卫生问题与相关部门协调并加强清洁。处方亦会提醒驻场同事加强巡查场内

设施，如有损坏即时通知机电工程署或建筑署进行检查和维修，并通知租场

人士有关情况以便他们作出安排。  
 
30. 副主席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二轮发言，委员的意见和提问简述如下：  
 

（ i）  指出由于社区会堂内的音响系统属于专业级数，价值不菲，因此

建议处方安排专人负责操作音响系统，以免有场地使用者因不懂

操作而影响效果。  
 

（ ii）  提醒处方在进行女厕和无障碍厕所的翻新工程时须做好协调工

作，以免有使用者因没有洗手间使用而造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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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民政处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机电工程署将会为处方人

员就操作全新音响系统提供培训，而处方人员亦会为租用场地人士提供协

助。此外，处方表示女厕和无障碍厕所的翻新工程会分开进行，其中无障碍

厕所的工程将会由本月开始至 9 月中进行，而女厕的工程则预计于 10 月至

12 月进行。由于更衣室的翻新工程已经完成，有需要的人士亦可以使用更衣

室内的女厕。  
 
32. 副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第 9 项：要求增添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的设施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29/2024 号）  
（上午 11 时 29 分至 11 时 37 分）  
 
33. 副主席欢迎康文署代表出席会议，并开放议题给委员发言。委员的意见

和提问简述如下：  
 

（ i）  指出石塘咀体育馆和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儿童游戏室近年曾经

翻新，因此设施较为吸引，相比之下，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

的设施显得未如理想。查询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上次翻新工

程是于何时进行。  
 

（ ii）  表示中西区区内的三个儿童游戏室都甚受欢迎，而士美非路体育馆

儿童游戏室应该自启用后未曾进行大型装修，所以现况较为残旧，

设施亦较为缺乏，期望署方可以进行翻新。提醒署方在落实计划后

应尽早通知委员，让委员可以通知居民。  
 

（ iii）  查询署方何时落实在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添置可供小朋友

自由探索的游乐组件。  
 

34. 康文署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她首先向委员讲解载列于回应

文件的内容，并表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和石塘咀体育馆的儿童游戏室分别

在 2021 年和 2024 年进行翻新，而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则从未进行大

型翻新工程，但各个儿童游戏室每年都会添置安全垫和玩具。她补充士美非

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甚受市民欢迎，而署方在过去一年没有收到市民对该场

地有任何意见。该处现时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并且设有一些简单的积木给儿

童玩乐及创造自我空间。署方预计在下一季完成添置较为大型及不同形状的

软积木，期望儿童可以在该处尽情发挥创作力，以及提升儿童游戏室的趣味

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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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备注：康文署于 7 月中旬已为士美非路体育馆儿童游戏室购置新的软

积木，供儿童使用。 ]  
 
35. 副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  
 
 
第 10 项：关注荷李活道行人过路处渠盖令途人滑倒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0/2024 号）  
（上午 11 时 37 分至 11 时 47 分）  
 
36. 副主席欢迎路政署代表出席会议，并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一轮发言。委

员的意见和提问简述如下：  
 

（ i）  表示最近有街坊在讨论文件提及的荷李活道过路处因踏上湿滑渠

盖而跌倒受伤。引述路政署的回应文件内容提及署方近期设计了一

款新型的路旁集水沟渠盖，为此查询署方何时会转用新款渠盖，以

及会否考虑在个别路滑位置铺设防滑钢沙。  
 

（ ii）  表示收到超过一宗投诉指卑利街 65 号对出路面新涂上的双黄线容

易使路人滑倒，并建议路政署全面检视中西区的路面湿滑和安全问

题。  
 

（ iii）  表示曾经在区内进行视察，发现有不少过路处位置都设有渠盖，而

该些渠盖在雨天和潮湿天气时便会十分湿滑，为免再有路人滑倒受

伤，期望署方可以积极跟进回应。提议署方详细介绍新型的路旁集

水沟渠盖，例如其防滑功能是否较以往的设计有所改善。  
 

37. 路政署代表就委员的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署方会就荷李活道和卑利

街行人过路处个别位置和双黄线湿滑问题进行防滑测试，以了解相关位置的

防滑指数是否足够，假如发现不足署方将会作出相应的维修工作以改善道路

状况。回应文件中提及的新款渠盖为长方形网格，署方正测试该新款渠盖，

并会考虑在渠盖加上坑纹或防滑物料。由于集水沟的主要用途是收集雨水，

署方须确保新款渠盖的设计不会影响集水功能。此外，署方进行道路工程时

会在可行情况下把集水沟移离过路处，但由于设置集水沟的位置往往受到地

形及地下公用设施限制，而且中西区的道路大多比较狭窄，导致设置集水沟

的位置有较大限制。  
 
38. 副主席开放议题给委员作第二轮发言，委员的意见和提问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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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提议署方适时提供新款渠盖的设计图，并且查询署方会否定期检

查过路处渠盖的防滑指数，确保行人安全。  
 

（ ii）  指出行人过路处位置往往设有很多不同金属渠盖，该些渠盖会渐

渐磨损而变得平滑，所以署方应该定期巡视以保障市民安全，避

免有路人滑倒后发生交通意外。  
 

39. 路政署代表就委员的第二轮发言作出综合回应，表示署方会为辖下的公

共道路进行恒常检查，包括留意路旁集水沟的渠盖有否损毁，并按需要安排

修复工作。  
 
40. 副主席表示再没有委员示意发言，宣布结束是项讨论，并表示之后的会

议交由主席主持。  
 
 
资料事项  
 
第 11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公共图书馆使用概况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1/2024 号）  
（上午 11 时 47 分）  
 
41.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第 12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康体设施管理汇报  
（中西区地工会文件第 32/2024 号）  
（上午 11 时 47 分）  
 
42.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请委员备悉有关文件。  
 
 
第 13 项：其他事项  
（上午 11 时 47 分）  
 
43. 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14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上午 11 时 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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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12 日，截交文件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8 日。  
 
45. 会议于上午 11 时 48 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通过  

主席：   叶永成议员 ,  SBS, BBS, MH, JP 

秘书：   何启贤先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二四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