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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  期：二零二四年十月三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十時正  
地  點：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羅錦輝議員  
 
副主席  

 

李志恒議員 ,  MH 
 
委員  
王倩雯博士  
吳然議員  
呂鴻賓議員  
邱松慶議員 ,  MH 
金玲議員 ,  MH 
施永泰議員  
胡汶軒議員  
張嘉恩議員  
陳建強醫生 ,  SBS, BBS, JP 
馮家亮博士  
楊開永議員  
楊學明議員 ,  MH 
葉永成議員 ,  SBS, BBS, MH, JP 
葉亦楠議員 ,  JP 
趙華娟議員 ,  MH 
劉天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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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選委員  
詹漢銘先生 ,  MH 
 
嘉賓名單：   
第 4 項   
鄧翠筠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程惠鍶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 2 
  
第 5 項   
鄭柏忠先生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 2 
  
列席者：   
余美瑜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大廈管理） 3 
羅敏年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事務經理  
洪亦雯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

援）  
岑鳳媚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經理（港島西）  
周群慧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經理（港島西）市場推廣及地區  

活動  
陳淑霞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高級館長（中西區）  
利耀軍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館長（大會堂公共圖書

館）借閱服務  
雲大熙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 5（候任）  
  
秘書：  
楊洛燊先生  
 
 
歡迎  

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5 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社區參與及

文化康樂委員會（社文會）第五次會議。為識別與會者身份，秘書處職員會

檢查進入會議室人士的職員證及索取名片，入內採訪的傳媒及議員助理另需

要登記真實姓名及手機號碼，以作記錄。為了更有效進行討論，主席建議每

項討論事項以「四分鐘包問包答」形成進行，各位出席代表在發言和回應時

亦應盡量精簡。另外，委員須留意在有需要時作適當的利益申報。  
 
 
第 1 項：通過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年度社文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上午 10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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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委員對會議紀錄沒有意見，主席宣布會議紀錄獲得通過。  
 

 
第 2 項：主席報告     
（上午 10 時 05 分至 10 時 06 分）  
 
3. 主席表示沒有事項報告。  
 
 
第 3 項：要求考慮重置或標誌已消失的馬己仙峽道的維多利亞城界碑  
（中西區社文會文件第 28/2024 號）  
（上午 10 時 06 分至 10 時 10 分）  
 
4. 主席表示秘書處會前已邀請地政總署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出

席，惟部門皆表示因事未能派員出席，將於會後提供書面回覆。  
 
5. 副主席表示維多利亞城界碑是珍貴的歷史遺蹟，對其在有關斜坡中消

失的事件表示關注。他就古蹟辦的調查進度以及有關界碑是否已被移除提出

疑問，同時亦建議在附近設置告示板介紹維多利亞城界碑及作紀念標誌之

用。他建議從歷史檔案中查核有關界碑的記錄，探討是否可尋找到更多遺蹟，

並強調重視及保護歷史遺蹟非常重要，要求相關部門檢討和跟進。  
 
6. 委員提到中西區的文物資源豐富，有不少活化成功的例子。她指出界

碑是分布於山林或城市中的小型歷史文物，建議制定「一文物一措施」、「一

文物一活化」等相關政策，保護這些小型分散的建築或文物。她亦建議跟歷

史或登山愛好者合作，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針對這些文物設計遠足路線，達

到探索大自然、重溫歷史、保護文物等目的，使相關歷史文物得以充份活化

利用。  
 
7. 主席請秘書處將議員意見及文件反映予相關部門並要求答覆。  
 
[會後備註：地政總署已於十一月十八日提供書面回覆；秘書處已於十一月

七日向古蹟辦查詢，有待書面回覆。 ] 
 
 
第 4 項：關注公園節慶燈飾的美化及多元化  
（中西區社文會文件第 29/2024 號）  
（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43 分）  
 
8. 主席歡迎嘉賓出席會議，並開放給委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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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指出中西區過去於重大節日都有豐富的節慶燈飾裝飾，但最近發

現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地方如區內公園的中秋節燈飾相對減少，

一些由其他部門管理的地方例如海濱長廊也見到類似情況。他留意到部門用

於設置節慶燈飾的撥款在本年度有所減少，遂建議相關部門如民政處能統籌

合作去安排節慶燈飾，確保中西區居民能享受豐富的節慶氣氛，避免節慶時

區內燈飾不足。  
 
10. 委員提到中秋節裝飾不足的情況與去年相比相對明顯。他指出去年中

秋節卑路乍灣海濱長廊掛滿紅燈籠，場面壯觀。然而今年長廊的燈籠數量及

裝飾卻明顯減少。他引述區內居民反映，為推動本港旅遊業，並考慮到安裝

紅燈籠的成本不高，相關部門應恢復類似去年的燈飾規模，設置的地點應拓

展至區內其他公園，不僅限於卑路乍灣海濱長廊。他亦提倡於其他節日增加

裝飾，以增添節日氣氛。  
 
11. 委員提議在公園和海濱增加節慶燈飾以宣傳重要歷史事件，如抗戰勝

利日、國家安全日、全民運動日等。考慮到明年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他建

議政府考慮在人流密集的地點增設相關燈飾，讓市民了解抗戰歷史的艱辛及

其重要性。  
 
12. 委員反映居民意見指，今年荷李活道公園等許多小型公園缺乏節日裝

飾及氛圍。她建議吸納社區就節日慶典、燈飾擺放等活動的意見，提高區內

各持份者的參與度，確保活動符合居民期望。她認為節日慶典活動是與民同

樂的重要措施，鼓勵區內居民共襄盛舉。  
 
13. 委員提出，節慶燈飾的宣傳有待加強，同時強調節慶燈飾多元美觀，

對吸引市民和遊客非常重要，例如在中山紀念公園的七十五周年慶典中，一

些燈飾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她認為節慶燈飾的宣傳應該覆蓋全港。她亦關注

燈飾的環保問題，包括材料製造、光線對居民的影響、設計款式、回收處理

等。她認為應探討節慶燈飾的可持續性和環保性，包括如何處理和再利用這

些大型燈飾，以減少資源浪費並促進環保意識。  
 
14. 委員提到可以繼續於中西區區內的自動扶手電梯上設置節日燈飾，令

市民不用到海邊也能感受節日氣氛。他亦關注燈飾的耗電量及光度，期望繼

續沿用較省電環保的發光二極體（LED）燈。他表示燈飾應為遊客帶來樂趣，

亦應為市民營造節日氛圍。  
 
15.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代表的綜合回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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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西區民政處近年來主要在某幾個節日負責處理區內的節慶燈

飾，包括回歸紀念日、國慶日、聖誕、農曆新年等。在資源許可的

前提下，可積極考慮並研究於其他節日增設節慶燈飾的可行性。  
 
(i i) 民政事務總署網頁每月都會發布節目預告和相關資訊，未來會考

慮加強宣傳工作，包括利用社交媒體邀請市民和團體關注活動。  
 
(i ii) 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燈飾方面，過往於聖誕及農曆新年時會以「串

串燈」裝飾；於國慶和回歸活動亦曾在該位置展示宣傳物品，例如

貼紙、包柱裝飾等。  
 
(iv)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在招標時會要求承辦商提供環保提案，包括使

用環保材料製作燈飾以及提供回收方案。過去展示的燈飾亦已趨

向環保，例如所用的 LED 燈全為環保型號，以盡量降低耗能，亦

曾嘗試使用環保能源如太陽能供電，配合政府的環保倡議。  
 
(v) 在區內其他公園設置燈飾裝置時，處方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裝

置大小、電力供應、人流情況、預算等，處方將繼續研究於中西區

其他適合的地點設置節慶燈飾。  

 
(vi) 燈飾承辦商須向處方提交由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的安全報告和機

電工程署發出的完工證明書方能正式開放燈飾展覽，以確保市民

的安全。  

 
16. 康文署代表表示已備悉議員的意見，並致力配合中西區民政處將節慶

燈飾推展至區內轄下場地。  
 
17. 副主席表示現時應正籌備聖誕和農曆新年燈飾，他建議設計時應考慮

之前提出的意見，並在扶手電梯、公園、皇后大道、德輔道等地方增加 LED
燈飾。  
 
18. 委員認為每年尖沙咀地區的聖誕燈飾吸引了許多國內外遊客，成為打

卡熱點。他提議於中西區如海濱長廊等空間仿傚，同時增加環保燈飾設計，

強調可持續性，並使用環保材料。他建議審批時考慮承辦商的相關環保證書

和回收政策，確保資源能再被利用。他亦建議相關部門與旅遊發展局合作，

互相推廣節慶活動和燈飾，以吸引更多遊客。  
 
19. 委員提議在香港使用無人機進行燈飾設計，他認為相關部門應投資並

使用無人機技術。他提議將中西區列為試點，推動其他區域仿傚，從而促進

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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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員認為香港燈飾一向富有特色，應將此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但同時

也應融入現代元素，例如配合煙花和無人機表演。燈飾宣傳方面，他建議民

政處可探索新的宣傳途徑，例如製作海報並分發予議員辦事處派發，通過低

成本的方式高效地擴大宣傳範圍。他亦提議中西區應該探討更多本地特色活

動，打造獨具魅力的旅遊品牌，吸引更多遊客前來參觀體驗。  

 
21. 委員認為燈飾可以營造宜居的社區環境。他提到過去燈飾裝置通常分

布在荷李活道公園、中山紀念公園、卑路乍灣公園以及海濱長廊。他建議一

方面保留燈飾骨架，另一方面將燈飾輪流放置在不同公園，以減少成本，同

時達致環保。這樣可以確保市民在不同地點都能欣賞到特色燈飾，提升燈飾

的吸引力和市民參與度。  

 
22. 主席提出官、商、民合作的建議，認為可以藉此模式進行不同類型的

燈飾設計與安排，設計更多元的節慶燈飾。他亦認為市民參與是最主要的宣

傳途徑，市民參與活動可以帶動家人和朋友參與，從而提升燈飾的宣傳效果。 

 
23. 副主席同意官、商、民合作的方針，他建議鼓勵中西區的商業大廈、

酒店等商業機構在聖誕以及農曆新年期間自費安裝大規模的外牆燈飾。這種

合作不僅可以帶旺人流改善營業收益，亦可推動其他區域仿傚，逐步提升香

港整體的燈飾景觀。  

 
24. 中西區民政處代表的綜合回覆如下：  
 

(i) 中西區民政處未來於設計節慶燈飾時可考慮增添更多現代化的元

素；燈飾主題及選址將包含更多中西區的特色。  
 
(i i) 處方進行招標時會要求承辦商重用或捐贈有關物料。  
 
(i ii) 未來將應用更多具互動性的新科技例如投影，為市民帶來沉浸式

燈飾體驗。  
 
(iv) 某類型燈飾或因強風引致的安全考量而未能在海濱長廊重用；處

方在設置燈飾時將優先考慮安全性，繼而平衡各持份者的需求。  
 
25. 主席宣布討論結束，並感謝嘉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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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在中西區加強推廣港區國安法  
（中西區社文會文件第 30/2024 號）  
（上午 10 時 43 分至 11 時 00 分）  
 
26. 副主席歡迎嘉賓出席會議，並開放給委員討論。  
 
27. 委員指出政府一直都就國安法進行不同宣傳，包括教育局於 4 月 15 日

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區內擺放一些剪報和資訊板，這些都可以提高市民

對國安法認識和關注。他認為可以在社區擺放更多關於國安法的資訊和剪

報，並鞏固國家安全作為發展民生和經濟的先決條件。他期望有關部門在未

來可以做好宣傳工作，讓香港市民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28. 委員留意到近年有關國安法的宣導工作都聚焦在國家安全領域，包括

軍事安全、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時亦有小部分人將港區國安法污名化。

他認為應多提及其他領域的安全，例如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糧

食安全等。他遂指出多做國家安全新領域的宣導工作，能提升香港市民在國

家安全上的危機感。無論在學校或社區層面，在此類較軟性題目上多做宣傳

教育能讓市民認識到國家安全領域的覆蓋面和重要性。  

 
29. 委員提議於全港十八區舉辦國家安全的巡迴展覽。他認為現在只有位

於尖沙咀的歷史博物館內的國家安全展覽廳作宣導並不足夠，有關展覽可以

拓展至學校層面，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同時中西區區內亦可以舉辦類似活

動，令中西區居民無需跨區前往尖沙咀。他認為上述措施能加強港區國安法

的宣傳效果。  

 
30. 委員認為國家安全展覽廳內的動感遊戲和虛擬實境（VR）裝置具備足

夠趣味，吸引年輕人和小童留意港區國安法。他認為這種元素亦可以應用在

區內的國安法宣導工作，例如在中西區皇后像廣場的花園中建設「愛國走廊」

以提升市民的國家民族意識。他指出，因應香港市民未必完全熟悉總體國家

安全觀的二十個重點領域，相關部門可以就此做一些軟性的宣導，例如國家

航天技術的發展、新能源汽車的成就等，再從中帶出國家安全是經濟發展的

重要條件，令市民更有效認識國安法。  
 
31. 委員認為近年中西區加強國家安全的宣傳工作有不錯的成效，他期望

可以在區內一些石牆位置和公園欄杆上作有關方面的恆常宣傳。他亦建議議

員或者關愛隊定期設立街站和派發小冊子，配合聚焦不同國家安全概念的講

解工作，可令宣傳效果更加理想。  

 
32. 委員強調了中西區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心，特別強調國安法在

本區的意義。她建議採取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宣傳方式。青少年方面，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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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似「警訊」的電視節目，並於區內開展「少年國安法」的宣傳活動，教

育局可運用區內學校資源，建立姊妹學校交流團到內地進行探訪；長者方面，

則可以適時舉辦講座或工作坊，以向不同年齡層的公眾傳達有關國安法的重

要資訊，提高公眾對國安法的認識和理解。  

 
33. 委員強調國安法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他提出在國安法的實施過程中，

應該增加互動形式的活動，邀請區內居民參與。他認為需要傾聽民意，大多

數人都會認同，保護家園和捍衛市民基本權益非常重要，此舉也能增進社區

的凝聚力，有效落實國安法。  

 
34. 委員認為區議會在區內推廣國安法和國民教育是責無旁貸的，他提議

永久和臨時兩方面的推廣。永久方面，包括爭取在區內一個永久性的地點展

示國民教育內容，並指出宣傳細節可隨時更改，以適應不同需求。臨時方面，

則建議製作中英雙語展板，以吸引更多外國人了解國安法和國民教育。他強

調應在學校舉辦展覽活動，介紹國安法相關法例和知識，善用多方面措施推

廣港區國安法。  
 
35. 教育局代表的綜合回覆如下：  
 

(i) 局方已於 2021 年及 2023 年向學校發出行政和教育指引，要求學

校按校本情況及需要，在不同工作範疇，包括學校行政、人事管理

及教職員培訓、學與教、學生訓輔及支援、家校合作等，制定適當

措施，全面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工作。  
 
(i i) 局方亦已發布了涵蓋 15 個科目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其中詳

細說明了相關主題和學習重點，供學校參考進行整體規劃。學校可

以根據學生的認知能力，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推動國家安全教育。  
 
(i ii) 局方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方式，採取多元化和具體的措施，

包括提供課程指引、製作學與教資源、為教師提供培訓、為學生舉

辦全方位學習活動（包括師生內地交流及資助「姊妹學校」的活動）

等，全面支援學校以全校參與方式在課堂內外全面並有系統地規

劃和推行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  
 
(iv) 中西區學校已根據「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就重要日子規劃

適切的學與教活動，以凝聚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例如有學校舉辦

四節國民教育認知課程，課程內容配合四大重點日子： 10 月 1 日

（國慶日）、 12 月 4 日（國家憲法日）、 4 月 15 日（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和 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讓學生認

識和了解其背景、內容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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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副主席引述有委員提議在中西區和區內學校巡迴展出國家安全展覽廳

的資料內容，他請秘書處會後就此議題要求保安局書面回覆。  
 
[會後備註：保安局已於十一月六日提供書面回覆。 ] 
 
37. 委員補充可以於中西區眾多打卡點，例如海濱長廊、中山紀念公園等

人流密集的地方擺放資訊告示版。  

 
38. 副主席請康文署代表就委員提到在公園做展覽或於中西區區內一些可

作為永久展覽的地方提供書面回覆。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向康文署查詢，有待書面回覆。 ] 
 
39. 副主席宣布討論結束，並感謝嘉賓出席。  
 
 
第 6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25 年度在中西區籌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匯報  
（中西區社文會文件第 31/2024 號）  
（上午 11 時 01 分）  
 
40. 副主席請各位委員備悉文件。  
 
 
第 7 項：其他事項  
（上午 11 時 01 分）  
 
41. 副主席表示沒有其他事項。  
 
 
第 8 項：下次會議日期  
（上午 11 時 02 分）  
 
42. 副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截交文件日

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43. 會議於上午 11 時 02 分結束。  
 
 

會議紀錄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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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羅錦輝議員  
 

                                      秘書：楊洛燊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