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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

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2. 秘書於會議前收到楊雪盈議員提出的一項修訂建議，而席上委員沒有提

出其他修訂；遂由陳鈺琳議員動議，麥景星議員和議，通過經修訂的第二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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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 2 項：邀請委員會作支持機構 

(a) 香港設計中心「設計光譜」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2/2020 號) 

 

3. 香港設計中心項目總監周詠賢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4. 楊雪盈議員表示，市區重建局(市建局) 在接管「動漫基地」後，曾就「茂

蘿街 7 號」的運作模式向委員會諮詢意見。雖然香港設計中心就「設計光譜」

項目邀請委員會擔任支持機構，但提交委員會的文件中未有提及項目的詳細

內容，而於會議上簡介時展示的投影片亦未有在會議前提交予各委員參閲，

做法並不理想。因各委員未能於會議前得到足夠資料，故此現於會議上不能

就「設計光譜」項目的整體概念作討論，並就是否成爲「設計光譜」的支持

機構作出議決。香港設計中心以往曾就「設計#香港地」的項目諮詢各委員的

意見，而她亦曾參與香港設計中心舉辦的導賞團，惟以往合作經驗並不良好，

項目效果亦未如理想。她指出，香港設計中心「設計#香港地」第一階段在大

坑坊眾福利會的大坑火龍壁畫項目處理不當，引致居民向她就壁畫內容及風

格作出投訴。她作爲當區區議員，隨即向香港設計中心反映居民意見及要求

跟進，但香港設計中心回覆指因壁畫經已完成，而項目團隊中負責跟進及聯

絡的同事離職並交由其他同事跟進，因而未能及時向她回覆及作出跟進。惟

香港設計中心隨後並沒有就事件作出任何補救，長時間留下不受社區歡迎的

壁畫直至計劃完成，當區居民亦怨聲載道，她深感項目違反「以人為本」的

藝術設計概念，對居民亦造成十分不理想的影響。她强調香港設計中心應有

責任與社區建立有效的溝通，她本人十分珍惜在區議會上的平臺與各位溝

通，希望團體亦能誠懇以待，推心置腹地聆聽區内市民的意見。 

 

5. 主席詢問，香港設計中心除了希望委員會能在宣傳上提供支援外，還有

否其他對委員會作爲支持機構的期望。另外，她亦詢問團體會否考慮在茂蘿

街 7 號放置有關灣仔區內舉辦或灣仔區議會支持的文藝節目資訊，以增加市

民參與。因應早前在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舉辦的集思會中，有很多民間團

體表示希望可在灣仔區發掘更多空間舉行文藝節目，她詢問香港設計中心會

否考慮與市民共享展覽空檔期間的場地，甚至考慮租用予有興趣的團體使用。 

 

6. 李碧儀議員表示，過往各委員曾就香港設計中心不同項目作討論並成爲

個別項目的支持機構。雖然機構十分專業，項目亦有與本地知名的設計師合

作, 但她認爲機構主要只借用灣仔區内地方作爲設計和創意的平臺，在諮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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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及居民方面則較為離地，相對缺乏溝通。她詢問機構會否根據以往合作

經驗，與區議員、當區居民及地區團體加強溝通。 

7. 羅偉珊議員表示，團體在文件中表示支持機構的角色主要向大眾通過不

同的平台如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向會員派發宣傳單張等推廣「設計光譜」。

她詢問，除以上宣傳項目外，區議會作為支持機構會否實際參與在活動當中，

以及團體有否其他惠及灣仔區居民的計劃。若項目仍在籌備階段，她建議可

以在事前作諮詢，讓灣仔區街坊進一步參與項目。她另詢問香港設計中心，

在項目中會否推廣及宣傳本地設計師的產品。  

8. 陳鈺琳議員表示，她亦希望增加灣仔區居民在活動中的參與，有見機構

表示在茂蘿街 7 號的展覽中，參與展覽的 403 人中只有 24 人（5.9%）為灣仔

區居民，而參加活動的 512 人中只有 22 人（4.2%）為灣仔區居民，她期望團

體在籌備時，可以將目標定於提高灣仔區居民的參與度達總人數的至少 10%。 

9. 周詠賢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在茂蘿街 7 號的展覽是以問卷方式收集及計算參觀人數，總參觀人數

共有 7000 多人，當中有 403 人填寫問卷，因大部分參觀的市民未有

填寫問卷，故此未能確定灣仔區居民的實際參與人數；  

(ii) 香港設計中心希望邀請委員會成爲項目的支持機構，在社區內加深推

廣上述項目予灣仔區居民及在區内工作及讀書的人士。因茂蘿街 7 號

由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營運及管理，香港設計中心只租用茂蘿街 7

號 3 樓及地下的場地，有興趣租用茂蘿街 7 號場地的團體可與市建局

聯絡。香港設計中心亦會按各委員的建議，適時通知各委員與市建局

合作推廣的藝術項目，及詢問市建局可否於茂蘿街 7 號場地放置有關

宣傳單張，以便向灣仔區居民宣傳活動； 

(iii) 香港設計中心作為非牟利機構，沒有特別協助藝術家作推廣，亦不涉

及任何利益輸送，有興趣的賣家可自行與設計師聯繫； 

(iv) 她會與相關部門同事反映有委員對「設計#香港地」項目的意見，香

港設計中心亦會將以往舉辦項目所汲取的經驗應用於是次項目，繼續

與各委員聯繫及加強溝通，希望盡早諮詢各委員的意見，令更多居民

受惠。 

(林偉文議員於下午 3 時離席。) 

10. 楊雪盈議員表示，對於在席的香港設計中心代表表示未知有區議員曾就

大坑火龍壁畫作出投訴表示詫異。她補充，在大坑居民向她反映意見後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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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要求香港設計中心跟進，惟中心未有回覆，受影響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隨

即於 2019 年 5 月 8 日向香港設計中心作書面投訴，而香港設計中心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以書面回覆承認因離職同事的疏忽，未能繼續適當跟進當區區議

員及社區的意見。雖然機構在書面回覆中表示會研究壁畫在外牆維修時作出

還原的可行性，但未回應如何對居民作出補償及處理居民的不滿。她指出，

機構應在進行項目時繼續諮詢居民意見，以確切地聆聽社區聲音及就居民建

議調整項目。她認爲機構在諮詢過程處理不當，漠視居民意見而強行在該區

繼續保留火龍壁畫的操作並不理想，基於上述原因，她未能支持香港設計中

心是次的「設計光譜」項目。 

 

11. 顧國慧議員表示，因現時暫未有「設計光譜」於來年的具體項目資料，

各委員難以決定是否成爲項目的支持機構，她詢問團體能否在會議後提交詳

細的補充資料，以供各委員審閱。此外，「設計#香港地」於灣仔藍屋前路面

的壁畫最近重新髹油，雖然她及聖雅各福群會代表早前已向香港設計中心反

映，有附近居民表示油漆質地讓行人容易跌倒，且鄰近社區的長者較多，故

此希望能盡快得到機構回覆，以便解決令居民憂心的問題。 

 

12. 周詠賢女士回應指，她會向相關同事反映各議員就「設計#香港地」大坑

火龍壁畫的意見。雖然香港設計中心目前已初步就「設計光譜」與多位不同

的策展人磋商，但因中心每年會向「創意香港」申請撥款，而現時仍未確定

能否成功申請撥款，故此項目詳情需待確認後才能公佈，但會適時向各委員

提供設計師名單，並報告項目詳情。  

 

13. 楊雪盈議員表示，希望團體能夠盡快回覆何時能還原「設計#香港地」第

一階段項目中大坑火龍壁畫的牆身。 

 

14.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15. 主席表示，因暫時未有足夠資料以作表決，希望待團體提供「設計光譜」

於來年的具體項目資料，以及就「設計#香港地」第一階段項目關於大坑火龍

壁畫的處理跟進及檢討方案提供補充文件後，委員會再以傳閲方式審批有關

申請。 

 

第 3 項：灣仔區議會撥款申請 

 

16. 主席表示，秘書處共收到 11 項撥款申請，表示希望與委員會合辦活動。

鑒于是次會議的申請團體衆多，建議委員考慮待各團體介紹活動内容及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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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活動進行討論後，才一併對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17. 委員同意上述安排。 

 

(a) 灣仔區乒乓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6/2020 號) 

(b) 灣仔區籃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7/2020 號)   

(c) 灣仔區網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8/2020 號) 

(d) 第十二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9/2020 號) 

 

18.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代表蒲鳳屏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

文件。 

 

19. 楊雪盈議員表示，本屆區議會較為重視環保，有見團體在區內推廣體育

運動，她詢問申請中宣傳橫額的開支詳情，包括當中會否使用環保物料製作

及考慮重用。此外，團體表示每日會購買三支飲用水，但她認為訓練場地所

在的摩頓臺位於中央圖書館附近，附近亦設有飲水機，詢問團體會否鼓勵學

員自備飲用水、水杯或者先行去飲水機裝水，再分配予學員飲用，以減少塑

膠使用，可令體育活動更有意思。 

 

20. 麥景星議員表示，受疫情影響，全港運動會未必能如期舉行，他詢問團

體會否為上述體育代表隊的參加者訂立其他參賽目標。 

 

21. 蒲鳳屏女士回應指，舉行乒乓球訓練活動的團體會址設有水機及水杯供

學員使用，但因籃球及網球代表隊訓練不在上址舉行，故此讓工作人員購買

飲用水供學員飲用。不過會考慮按各委員的建議調整有關飲用水的開支項目

及考慮重用橫額。除了參加全港運動會，參加者亦會參與四區的公開賽及各

區的友誼公開賽等。  

 

22. 楊雪盈議員表示，團體往年曾就上述體育訓練活動申請撥款以印刷宣傳

橫額，她詢問團體有否保留以往活動使用的宣傳橫額，並考慮於本年度的活

動中重複使用，減少製造橫額的相關開支及製造塑膠。她另詢問駱克道籃球

場、駱克道體育館及銅鑼灣運動場內是否設有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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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康文署林燕華女士回應，銅鑼灣運動場及駱克道體育館內設有飲水機，

而駱克道籃球場並未設有飲水機。 

 

24. 陳鈺琳議員表示，有別於籃球及網球體育訓練的撥款申請，乒乓球訓練

中教練與學員的比例為 1:14，亦未設有助教，她詢問對於培訓運動員參加全

港運動會會否有所不足。 

 

25. 羅偉珊議員表示，她明白團體主要以 50 張實體海報作宣傳，詢問團體可

否提供張貼海報的位置及考慮在新的地點張貼海報以招募新學員參與活動。 

 

26. 蒲鳳屏女士回應指，乒乓球、籃球及網球訓練中均有一位主教練及一位

助教。除了在團體會址張貼宣傳海報外，亦會將宣傳單張寄往灣仔區內學校

鼓勵青少年及居民參與活動。活動每年會透過甄選日招募參加者，故此會有

新、舊學員共同參與活動。她表示會接納各委員的建議，在灣仔區内其他地

方張貼海報以加強宣傳。 

 

27. 李碧儀議員表示，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全港運動會要求參加者必須為當區

居住的市民，故此地區代表隊訓練能精進在灣仔區居住及對球類運動有興趣

的青少年的相關技能及代表灣仔區參與全港運動會，而上述訓練亦一直讓灣

仔區居民優先參與。 

 

28.  主席感謝蒲鳳屏女士出席會議。  

 

(蒲鳳屏女士離席。) 

 

(e)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周年"粵劇文化傳承綜藝盛會"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0/2020 號) 

(f)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周年 大中華美麗校園、兩岸四地學子

才藝表演晚會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1/2020 號) 

 

29.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代表區鑑儀女士及李貝詩女士出席會議並

向委員介紹文件。 

 

30. 楊雪盈議員詢問，如果外地參加者因港澳臺的入境限制而未能如期參與

原訂於 7 月舉辦的活動，團體會否有其他後備方案。她另得知有其他團體亦

希望待大會堂場地開放後租用場地，詢問團體是否已經成功租用大會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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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活動場地因應疫情需要延長關閉時間，團體會如何處理。\ 

31. 李貝詩女士表示，團體已因應疫情準備後備方案，如外地表演者未能來

港演出，會在只有本地團隊表演下如期舉行活動。她表示，團體已獲康文署

接納租用大會堂場地的申請，亦會因應政府有關限聚令及公眾活動的相關指

引對活動作出調整。 

32. 主席感謝區鑑儀女士及李貝詩女士出席會議。

(區鑑儀女士及李貝詩女士離席。) 

(g) 灣仔粵語文化祭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3/2020 號) 

33. 楊雪盈議員表示，申請團體的代表陳樂行先生為她已離職的前助理，而

目前她與港語學並無任何關係，特此申報。 

34. 港語學代表陳樂行先生及李樂詩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35. 李碧儀議員表示，申請書上的內容不夠明確，希望機構澄清有關詳情。

她詢問團體是否已經確認能預約修頓球場、禮頓山社區會堂及維多利亞公園

場地在 8 月 2 日至 8 月 30 日期間分別舉辦 4 場文化祭及嘉年華活動。另整個

活動申請撥款約 9 萬元，而茶點開支約 2 萬元，佔整個活動開支約百分之二

十，但棟篤笑活動時間只有兩小時，她希望團體考慮是否必須供應茶點給參

加者。她亦提醒團體禮頓山社區會堂場地禁止飲食，希望團體重新考慮如何

處理該項開支。她表示本屆區議會特別關心環保議題，希望團體可以解釋開

支項目中橫額及活動背幕是否使用環保物料及相關物料的詳情。同時，有見

團體建立網上宣傳平臺讓市民報名，她希望團體重新考慮製作單張及橫額的

開支是否必要，當中會否有涉及環保的考慮。而活動的籌備工作預計在 7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進行，而舉行日期則在 8 月 2 日至 8 月 30 日，她認爲籌備時

間相對短，由報名招募參加者到舉行活動只有一個月時間較為緊迫，詢問團

體如何加強宣傳令更多灣仔區居民得知及參與該項活動。同時，她希望民政

事務處補充有關禮頓山社區會堂版權費特許協議的詳情。 

36. 秘書補充，根據禮頓山社區會堂/灣仔活動中心租借守則（守則）的附件

一，民政事務總署已與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有限公司、香港音像版權有

限公司和香港音像聯盟有限公司就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表演由該三家機構

控制或管理的版權文學作品和音樂作品、播放或放映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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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錄像製品簽訂特許協議。申請人如在社區會堂表演、播放或放映的

版權作品由該三間版權特許機構控制或管理，而其表演、播放或放映該等作

品並非相關特許協議所豁除，申請人無須另行向上述機構申請特許。另根據

守則，禮堂及會議室或活動中心內嚴禁飲食。 

 

37. 羅偉珊議員表示，活動要求參加者報名時提供住址證明以確認為灣仔區

居民，她提醒團體收集個人資料較為敏感，需要小心處理。 

 

38. 陳鈺琳議員表示，她欣賞團體推廣粵語文化，亦明白有委員對於禮頓山

社區會堂場地能否飲食及團體能否成功預約場地舉行活動表示關注。她指

出，勵德邨的居民大多為長者，對粵語文化及歇後語亦有深厚認識及興趣，

建議團體往後再舉辦活動時可以考慮不要局限在社區會堂舉辦活動，可適當

地運用屋邨的公共空間，例如在勵德邨平臺舉辦棟篤笑表演。 

 

39. 顧國慧議員表示，她認同團體可考慮調整有關茶點的開支，例如善用撥

款製作學習卡協助參加者往後繼續學習及向其他人宣傳粵語文化。另雖然團

體已在網上宣傳活動，但她認爲實體海報和單張能加強宣傳效果，吸引灣仔

區年長的居民參加活動。 

 

40. 陳樂行先生回應指，修頓球場及維多利亞公園的場地並未開放供預訂，

但團體已經成功預約四日於禮頓山社區會堂的場地，故此暫定會在禮頓山社

區會堂舉辦四日活動，亦會遵守場地的使用要求。他表示橫額及海報是必須

的宣傳物資，能有效地對不同的市民宣傳活動。參考其他棟篤笑活動的安排，

很多亦同時有供應茶點，令參加者能在輕鬆的氣氛下樂在其中，但亦會考慮

委員的建議，將有關開支改為製作粵語學習教材或紀念品。他認爲機構以往

亦有舉辦粵語活動的經驗，雖然籌備及宣傳時間較短，但相信能成功以棟篤

笑嘉賓吸引更多觀眾。此外，縱使室內場地能讓觀眾較舒適地欣賞活動，但

亦會考慮委員建議，積極探討有關在戶外場地舉辦活動的可能性。而活動要

求參加者報名時需提供住址證明以確認為灣仔區居民的做法，目的在於讓活

動能以受惠區內居民為主，隨後會銷毀有關資料。但因有委員表示關注，會

探討其他可行性，例如在入場時才要求參加者提供其他可核實的證明。 

 

41. 楊雪盈議員表示，得知團體認爲以橫額及背幕宣傳活動有一定的必要，

而團體在其他區亦有舉辦相類似的文化祭活動，她詢問團體會否考慮善用已

製作的橫額及背幕並以較環保的方法在多區重複使用，以減少製造塑膠。她

另希望得知以往在禮頓山社區會堂舉辦的活動是否亦嚴禁飲食，及勵德邨平

臺的場地是否適合舉辦棟篤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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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秘書補充，根據禮頓山社區會堂/灣仔活動中心租借守則（守則）的附件

一，禮堂及會議室或活動中心內嚴禁飲食。往年獲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撥

款合辦的活動中均沒有茶點開支，而其他活動現時沒有相關資料。 

43. 陳鈺琳議員補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曾於勵德邨平臺舉辦馬戲團表演活

動，相信如活動符合香港房屋協會的場地申請守則，亦能成功申請。 

44. 陳樂行先生回應指，因橫額的消耗及損毀情況難以預計，如果在多區懸

掛橫額後回收循環使用，實行上相對困難；而活動背幕因體積較大，亦難以

在回收後重用，但會與表演者協商是否需要背幕，或考慮以其他方式設計互

動的舞臺空間。在橫額及活動背幕的物料上會使用可燃燒分解的 PP 膠物料印

製橫額，亦會繼續探討是否有更環保的物料。同時，因室内場地已有音響設

備，所以可以減少相關開支，但會考慮委員的建議，考慮將其中兩場活動改

為在戶外進行。不過，這或會增加音響及搭建舞臺的相關費用。待完成修改

合辦撥款申請文件後會再提交予各委員審批。 

45. 主席感謝陳樂行先生及李樂詩女士出席會議。

(陳樂行先生及李樂詩女士離席。) 

(h) 尋味灣仔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4/2020 號) 

46. The Arcades Association Limited 代表黎穎詩女士及張琬婷女士出席會議

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47. 羅偉珊議員表示，有見小誌會派發予各議員、小學、中學，及街坊，她

詢問參與在活動中的灣仔食店負責人所屬的食店會否成為派發地點，及其他

派發地點的詳情。她另詢問有關小誌的設計風格，建議團體考慮舉辦不同的

發佈會，滿足區內各類型居民的需要，以各種方式參與計劃。 

48. 李碧儀議員表示，她對活動的整體內容沒有特別意見，但希望團體可以

澄清部分開支細項。她詢問有關文學研究服務、訪問撰寫服務、寫作班導師

費，及媒體夥伴宣傳費的開支詳情。她請團體解釋會否由團體內的工作人員

進行研究，還是會邀請學界，例如香港大學進行研究服務，或邀請自由身記

者進行訪問撰寫服務。同時，因團體就寫作班導師費申請豁免，希望得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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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導師名單，以便考慮是否給予豁免。有見媒體夥伴宣傳費開支涉及 5 篇

文章報告活動，她詢問團體是否會尋找五個不同的媒體夥伴，希望可以得知

已確定的媒體機構名單，而申請表中顯示獨立媒體為協辦機構，詢問獨立媒

體作為協辦機構同時是否亦有收取費用。 

49. 楊雪盈議員認為活動有意思，她詢問團體會否為小誌申請國際標準書號

(ISBN)，以便有興趣讀者可在圖書館目錄搜索有關小誌。 

50. 陳鈺琳議員表示，她建議團體加入環保考慮，探討以網上發佈或者電子

版本的方式推廣小誌的可能性，讓更多市民可以閱讀該刊物。她另詢問開支

分項中場地清潔費用的詳情。  

51. 黎穎詩女士回應指，在印刷小誌後會聯絡活動中受訪的灣仔食店店主，

及詢問刊載於灣仔飲食地圖內的食肆店主是否有興趣在店鋪內放置小誌，以

便公眾領取。同時，團體希望小誌的設計風格可以吸引不同類型及年齡層的

市民，除了以美觀的設計爲主外，亦可以照顧年長讀者的需要，例如字體的

大小。如獲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撥款合辦活動，會再聯絡不同機構舉辦發

佈會，及邀請食店負責人、農業負責人，及有興趣的街坊共同參與活動。同

時，因為活動研究範疇較為專業，希望可以在大學尋找進行本地文學研究的

專業人士提供相關的文學研究服務，亦希望尋找有出版經驗及得獎經驗的寫

散文導師教授寫作班。因申請合辦撥款前曾諮詢有關文學研究工作者及活動

寫作導師的大約報價，故此得出此預計開支，但暫時未有確實的導師名單，

待開始籌備活動後會提供確認的導師名單供委員參閲。團體亦會自行尋找非

學生的專業自由工作者進行訪問及寫作，考慮到程序需時及文字有價，故此

希望就採訪及寫作每一篇文章定價為 2,000 元。同時，她確定獨立媒體為媒體

夥伴，負責採訪活動對談會及撰寫文章介紹項目，隨後會在不同媒體上發佈，

以加強宣傳，令更多市民得知《尋味灣仔》的項目。此外，她表示會按委員

的建議考慮申請 ISBN，惟因電子書的成本較高，或會在出版小誌後，在下次

申請撥款時才嘗試加入電子書的元素。另為儘量減低疫情在社區傳播的風

險，將爲活動場地進行徹底清潔消毒，故此有場地清潔費用的相關開支。 

52. 主席感謝黎穎詩女士及張琬婷女士出席會議。

(黎穎詩女士及張琬婷女士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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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們走過軒尼詩道街頭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5/2020 號) 

53. 羅偉珊議員表示，她過往曾在「艺鵠」工作，與申請團體同爲灣仔富德

樓租戶，曾在其中一個活動中有合作關係。不過，她已於去年離職，現時與

申請團體並無任何關係，特此申報。 

54.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代表鄧小樺女士及陸晛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

文件。 

55. 李碧儀議員表示，她認同文學館的創作專業及對寫作的態度，但希望團

體可以澄清申請書的開支細項。她指出，團體表示會以過去一年在軒尼詩道

街上發生過的大小故事與 15 位灣仔區內人士進行深入訪問，包括長居灣仔

的街坊、於軒尼詩道開店已久的商店職員或東主、活躍於灣仔區的文化工作

者，及於在灣仔就讀的學生等。她相信受訪者能分享很多不同的小故事，但

詢問團體爲何只局限於 2019 年在軒尼詩街上發生的故事，並請團體解釋背後

原因及提供擬邀請的作家名單。有見團體申請的預算開支項目主要為稿費及

版權費費用，她詢問有關印刷（全彩）及相片版權費的開支詳情，當中一項

共 15,000 元的版權費用會否由特定的攝影師收取，及是否已在事前挑選有關

相片，或已有屬意的攝影師、相片擁有人，或已與相關機構作事前協商要求

提供某類型的照片，她請團體解釋當中涉及多少張照片及由多少人收取該項

費用。此外，開支項目當中亦涉及場地租用費用作為書籍的發佈會及分享會，

她詢問團體會否考慮使用灣仔禮頓山社區會堂或活動中心以減省場地租用開

支，以善用撥款在更需要開支的項目。 

56. 鄧小樺女士回應指，社會上各媒體機構，例如長春社及其他非牟利團體

一直有進行各種有關香港過往的研究及訪談，如果沒有為研究的主題設有時

效性，當中所需的資源、研究的時間及規模會較大，故此作為中型的藝文團

體，團體希望活動只局限於以過往一年在軒尼詩道發生過的大小故事為主

題，壓縮時間以突顯活動特色，以集中的主題吸引讀者關注。她指出，灣仔

在 2019 年的地貌變化較為多，作為文學媒體，亦收到較多市民投稿，顯示市

民想表達很多意見，亦認同社會需要溝通，故此認為聚焦主題在 2019 年的範

圍合適，當中的經歷變遷更能吸引讀者。活動擬邀請的作家包括曾擔任灣仔

藍屋館長多年的盧樂謙先生，及曾在灣仔帶領多次導賞團的劉偉成先生，上

述兩位均為有份量及與灣仔有相當聯繫的核心作家。她表示，根據過往經驗，

彩頁能令免費派發的書籍更為貼地及吸引讀者，否則文字量較多的書籍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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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街坊產生距離感。而在紀錄灣仔變遷的訪談中，攝影的部分相對重要，

彩色的人物面貌配合彩頁更能增強貼地的感覺及生活感。 

57. 陸晛女士補充指，開支項目中一項相片版權費用為 15,000 元，而獨立媒

體為活動的協辦機構，相信獨立媒體在新聞攝影方面有較多人脈。根據以往

活動所得的經驗，每張照片會收取約 700 元到 1,000 元的版權費，現暫定 1,000

元一張，由於會為活動預計的 15 位被訪者拍攝照片，因此預計有共 15,000 元

的支出。 

58. 鄧小樺女士補充指，上述價格為根據市場價格所得的報價，團體事前沒

有挑選照片，而是透過某些單位得知照片價格。 

59. 陸晛女士補充指，預計發佈會的參與人士包括受訪者、撰稿人、作者，

及邀請的嘉賓等。因團體及協辦機構的會址在富德樓，故此希望以富德樓作

為發佈會場地，現仍在物色可容納上述參加人數的單位舉辦活動，故此暫預

計有關租場費用。如在灣仔區內有更為合適的場地，而在時間及地點上能配

合舉辦發佈會，團體亦樂意接納各委員的建議。  

60. 主席感謝鄧小樺女士及陸晛女士出席會議。

(鄧小樺女士及陸晛女士離席。) 

(李碧儀議員於下午 4 時 52 分離席。) 

(j) Sports Power 灣仔新動力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6/2020 號) 

6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社工代表謝婉薇

女士及呂曉東先生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62. . 主席感謝謝婉薇女士及呂曉東先生出席會議。

(謝婉薇女士及呂曉東先生離席。) 

63. 楊雪盈議員表示，希望團體就體育項目訓練課程的預計開支提交報價資

料，以供委員審批相關合辦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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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共享鄰里空間: 營造具創造力及藝術文化的共融灣仔小社區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7/2020 號)  

64. Architecture Common 代表何力輝先生及香港藝術中心項目代表梁偉然先

生出席會議並向委員介紹文件。 

65. 羅偉珊議員表示，灣仔區内有很多公共空間和公園需要進行改善研究，

她詢問團體有關項目的選址原因。同時，她詢問團體與香港藝術中心合作關

係的詳情，以及會否公開招募藝術大使。 

66. 張嘉莉議員詢問，活動會否以傢俬或其他藝術裝置作爲在視覺上呈現的

成果。 

67. 何力輝先生回應指，項目選址在皇后大道東及日、月、星街是因爲當區

中西融合、可行易達，能方便社區不同的持份者參與項目當中。 

68. 梁偉然先生回應指，香港藝術中心的藝術大使屬義務性質，每年會進行

兩輪招募，而本年即將會有第二輪公開招募。同時，項目除了以藝術裝置作

爲最終在視覺上呈現的成果外，亦會以遊戲或其他臨時藝術裝置的方式，表

達市民在過程中對於公共空間的原創構想，增加公眾參與。 

69. 楊雪盈議員表示，有見部分活動選址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而以往區議

會的討論中曾多次提及香港藝術中心與灣仔舊區形成一條軸線，故詢問團體

會否藉此項目連接灣仔南北，吸引更多灣仔區居民參與有關項目。同時，她

詢問團體會否考慮往後以現有的研究模式，將類似有關公共空間的研究套用

在灣仔區其他不同的區域舉行。 

70. 何力輝先生回應指，希望先以區内小型的區域作為試點進行研究，透過

工作坊加深社區人士的參與，檢視成果後才考慮由小社區推廣至其他不同的

區域，及探討如何藉此項目連接灣仔南北。 

71. 梁偉然先生回應指，香港藝術中心一直希望將機構所舉辦的項目繼續拓

展至全港，所以現希望與區議會合作帶動藝術進入社區。他表示，希望由市

民主導研究項目、對區内公共空間進行規劃及構思，再由團體及藝術中心試

行及實踐，為社區帶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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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主席感謝何力輝先生及梁偉然先生出席會議。

(何力輝先生及梁偉然先生離席。) 

73. 會議進入閉門討論。

74. 主席請各委員就「灣仔區乒乓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灣仔區籃球

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灣仔區網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及「第十

二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75. 主席表示，區議會早前通過預留撥款予特定的地區團體，有見灣仔區文

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暫未使用該預留撥款，她詢問委員會否建議申請團體

考慮先行使用地區團體預留撥款舉辦活動，待日後有需要才再向文化及康體

事務委員會作出合辦申請。 

76. 楊雪盈議員表示同意以上建議。同時，她建議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

限公司考慮邀請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委員就第十二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給

予意見，以提高活動的藝術水平。此外，參考市面租用計分系統的報價，一

套三組的計分系統為 4,400 元，但團體預計會以 1 萬元租用兩套計分系統，

她認爲該項開支較為昂貴，建議團體重新考慮。  

77. 主席請秘書補充有關委員會邀請香港藝術發展局派常設代表出席委員會

會議的情況。 

78. 秘書回應指，香港藝術發展局暫未回覆是否會派常設代表出席會議。

79. 主席表示，委員會將繼續跟進邀請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作為常設代表出

席委員會會議的事宜，及建議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考慮邀請香港

藝術發展局代表就活動提供意見。 

80. 楊雪盈議員詢問，會否待申請團體回覆是否使用預留撥款舉辦活動後再

作表決。 

81. 秘書回應指，可先向申請團體表達各委員的意見，待團體回覆後，再由

委員審批有關申請。 

82. 主席詢問，委員會否先考慮通過上述的合辦申請，然後再按團體的回覆

審批是否使用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撥款資助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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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羅偉珊議員表示，她認同指定團體應善用區議會早前通過的預留撥款舉

辦活動，有需要時才再向不同的委員會申請撥款。 

84. 楊雪盈議員表示，因未知團體會否在 6 月 30 日舉行的撥款及常務委員會

遞交其他活動申請以使用指定團體的預留撥款，她建議委員會應待申請團體

回覆後，再以傳閱的方式審批有關合辦撥款申請。 

85. 經討論後，委員會同意待申請團體回覆及按委員的意見修改文件後，再

以傳閲方式審批「灣仔區乒乓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灣仔區籃球代表

隊訓練計劃 2020」、「灣仔區網球代表隊訓練計劃 2020」，及「第十二屆

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的合辦撥款申請。 

86. 主席請各委員就「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周年"粵劇文化傳承綜藝盛會

"」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87. 委員會以 6 票反對、2 票棄權，不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88. 主席請各委員就「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周年 大中華美麗校園、兩岸

四地學子才藝表演晚會」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89. 委員會以 8 票反對，不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90. 主席表示，待申請團體按各委員的建議修改「灣仔粵語文化祭」的開支

細項後，再以傳閲方式審批有關合辦撥款申請。 

91. 委員會同意上述安排。

92. 主席請各委員就「尋味灣仔」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93. 委員會以 8 票支持，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94. 主席請各委員就「我們走過軒尼詩道街頭」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95. 委員會以 8 票支持，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96. 主席表示，待申請團體按各委員的建議提交有關「Sports Power 灣仔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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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報價資料後，再以傳閲方式審批有關合辦撥款申請。 

97. 委員會同意上述安排。

98. 主席請各委員就「共享鄰里空間: 營造具創造力及藝術文化的共融灣仔小

社區」的合辦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99. 委員會以 7 票支持、1 票棄權，通過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100. 主席表示，秘書處將於會議後去信通知申請團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

十三周年"粵劇文化傳承綜藝盛會"」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三周年 大中

華美麗校園、兩岸四地學子才藝表演晚會」兩項合辦撥款申請不獲委員會通

過，她詢問各委員會否就不支持以上項目作出補充。 

101. 顧國慧議員表示，對於團體在現時疫情下邀請外地學生來港舉行交流活

動表示關注，亦認爲如最終因疫情影響而只能邀請本地學生進行活動，將與

原訂的活動目的不符。故此，她不支持上述的合辦撥款申請。  

102. 主席表示，過往區議會曾撥款支持多個有關粵劇及粵曲欣賞活動，但單

次性的活動亦未能達至長遠的深化效果，建議團體考慮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在活動中加入培訓及檢討的元素，以多元化的社區活動增加市民參與。 

第 4 項：委任灣仔區地區足球隊的安排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5/2020 號) 

103. 主席請文件提交人李永財議員簡介文件。 

104. 李永財議員表示，早前香港足球總會（足總）代表出席立法會的公開聆

訊，被審計署提醒應採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其管治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民政事

務局自 2011/12 球季開始透過地區足球隊資助計劃，向 18 支地區足球隊提

供資助。計劃下的地區足球隊亦須向相關民政事務處提交報告，以提升球隊

的表現和管理水平。每支足球隊獲資助的金額是根據其參與的足球聯賽組別

而釐定，2019/20 球季各聯賽組別的最高資助金額分別為 165 萬（港超聯）、

55 萬（甲組）、38.5 萬（乙組）及 33 萬元（丙組），而現時代表灣仔區地

區足球隊的灣仔體育總會屬於乙組。根據足總規例第 3 條第 5E 款，代表地

區的球會必須由區議會認可，故此他認爲區議會有權利任命地區足球隊參加

香港足總主辦的聯賽。為了確保地區足球得以發展及公帑撥款的使用適得其

所，他認爲灣仔區議會應邀請現時的地區代表隊，每年向區議會提交參賽報



負責人 

告書。雖然在香港，足球運動不是賺錢項目，但他亦希望有意承辦地區足球

隊的團體應有清晰的目標及方向，例如鼓勵接受青少年足球訓練的球員參與

代表隊練習，或考慮與灣仔區内學校合作，選拔較年輕及有潛質的球員加入

灣仔區隊，以提高灣仔地區足球隊的成績。他認爲現時足總使用政府資源，

但管理手法卻屬業餘，亦未有制訂公開招募球員的準則。另有民間團體及職

業球會曾向他反映有興趣承辦灣仔區地區足球隊，故此他亦提出灣仔區議會

應在每年重新任命地區球隊之前，公開邀請有意成為灣仔區足球代表隊的團

體，向區議會提交參賽建議書，建議書應闡釋其財政預算及合作承諾，讓區

議員審核和考慮。 

105. 主席補充，地區足球隊必須由區議會任命才可參加香港足總主辦的聯 

賽，而民政事務局會透過地區足球隊資助計劃向地區足球隊提供資助。雖然

地區足球隊或因未有申請區議會撥款資助，而沒有向所屬區議會作出相關匯

報，但她認爲區議會有責任確保地區足球得以發展，故此在任命球隊時，也

應與代表本區參與足總賽事的地區球隊，建立緊密的溝通橋樑，合力推動地

區足球及香港足球的長遠發展。   

106. 楊雪盈議員表示，《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指出，民政事務局

每年直接資助 1,000 萬予 18 隊地區足球隊，獲資助的地區足球隊亦需每年向

民政事務局提交報告，解釋其其公帑的使用及原訂的目標是否達標。她同意

需要公開邀請有意成為灣仔區足球代表隊的團體，再由區議會審批及委任地

區足球隊。她亦希望能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出席會議回應各委員的提

問，例如民政事務局會否跟隨灣仔區議會的認證，資助由區議會委任的地區

足球隊。 

107. 麥景星議員表示，他同意區議會需要監察獲委任的地區足球隊，但擔心

若有意承辦的團體需每年需要向區議會提交相關計劃書以申請成爲地區足球

隊，在未知來年能否繼續獲得任命的情況下，有關團體未能對球隊發展作出

較長遠的規劃。他認爲需要在監察足球發展及任命地區足球隊的延續性兩方

面取得平衡。 

108. 李永財議員回應指，他認為每年要求團體提交報告書及向區議會彙報亦

為一種監察機制，能推動足球隊作出檢討及為來年設立目標，以便往後繼續

改進，故希望也能以此方法改善現時對地區足球隊的管理。 

109. 羅偉珊議員表示，對於李永財議員表示希望邀請地區足球代表隊提交參

賽報告書，她詢問報告書所需載列的資料詳情是否包括球員名單、教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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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及入球紀錄等資料，以及該如何建議團體撰寫該參賽報告，以便委員能

以統一的標準作考慮及審批。 

110. 主席表示，對於有委員詢問關於參賽報告書的細節，她建議在文化及康

體事務委員會屬下設立一個關於體育項目的工作小組，以便在工作小組會議

中更詳儘地討論報告書的詳情，亦期望在成立工作小組後可邀請相關的團體

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工作小組的會議。 

111. 楊雪盈議員詢問，民政事務局會否跟隨灣仔區議會的認證，透過地區足

球隊資助計劃資助由區議會委任的地區足球隊。 

112.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表示暫時未有相關資料。 

113. 主席表示，早前曾與推動地區足球隊發展的民間團體聯絡，亦曾與民政

事務局負責推廣地區足球發展的組別的非正式會議中，獲確認由區議會委任

的地區足球隊代表地區參與足總的聯賽，會按聯賽組別獲得民政事務局相應

的資助金。 

114. 麥景星議員表示，因民政事務處表示暫未有相關資料，他建議去信民政

事務局詢問局方是否會認可及資助由區議會任命的地區足球隊。 

115. 主席表示，收到由李永財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並請各位委員參閱有關

文件。  

116. 主席請李永財議員宣讀該項臨時動議。 

117. 李永財議員宣讀臨時動議，內容如下：「本會要求灣仔區議會應在每年

重新任命地區球隊之前，原屬代表隊應向區議會提交參賽報告書，並公開邀

請有意承辦代表隊的團體，向區議會提交參賽建議書，讓區議員重新審核和

考慮原屬代表隊的參賽資格，讓有關撥款能有效監察。」。 

118. 主席請議員就是否通過上述臨時動議舉手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8 票（陳鈺琳議員、張嘉莉議員、顧國慧議員、 

羅偉珊議員、李永財議員、麥景星議員、 

邱汶珊議員、楊雪盈議員） 

反對：0 票 

棄權：0 票 



負責人 

119. 主席宣佈動議獲得通過，經討論後，委員會同意去信民政事務局，詢問

局方會否認可及資助由區議會任命的地區足球隊，於下次會議繼續跟進成立

體育項目工作小組的詳情。 

續議事項 

第 5 項：書面問題：有關如何把灣仔區議會的出版物和研究報告，引入到香

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3/2020 號) 

120. 主席表示，她提出此書面問題是希望檢視灣仔區議會以往的出版物及研

究報告是否已全部納入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中。她請委員參閲圖書館的書

面回覆。同時，她更正文件附件一中《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已被納入香港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對於未納入圖書館館藏的出版物，她希望諮詢各委員的

意見，例如考慮去信建議相關的出版人向香港公共圖書館捐贈相關的刊物，

以及探討能否直接捐贈由灣仔區議會為出版人的刊物。同時，她提出可在撥

款及常務委員會中建議，往後獲灣仔區議會撥款資助的團體就相關出版刊物

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希望往後灣仔區議會出版的書籍能與公眾分享。 

121. 楊雪盈議員表示，香港到目前為止仍未設立檔案法，或會使很多關於政

策上有意思的報告及資料流失，各區議員將該些資料收集及整理方面亦遇上

困難。除了希望相關部門能繼續跟進外，亦希望民政事務處向圖書館提供由

第一屆灣仔區議會至今所出版的刊物及研究報告清單，及向委員會彙報相關

進度。 

122. 主席補充指，文件附件二中夾附的資料為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香港

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灣仔區文化及歷史資源閣內的「香港地區資料」特藏書

目，當中包括灣仔區議會及其他機構的出版物。 

123. 秘書補充指，暫時未有相關資料顯示以往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部分團體會

自行將相關出版刊物捐贈予香港公共圖書館。  

第 6 項：書面問題：有關香港書展 2020 安排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4/2020 號) 

124. 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經理鄭佩珊女士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傳訊及公共



負責人 

事務主管冼潔貞女士出席會議並向委員簡介相關書面回覆。 

125. 羅偉珊議員表示，往年香港書展約有 90 萬入場人次，包括大量外地遊客

及內地遊客，詢問局方會否就本年度的預計入場人數作出相應的人流管理措

施。如發現參加者或市民在書展場內未有佩戴口罩，或作出影響會場環境衞

生的行爲，例如對書籍打噴嚏時，會採取甚麼處理及跟進方法。同時，她建

議局方考慮參考圖書館逐步恢復開放後的處理方法。   

126. 楊雪盈議員表示，因香港貿易發展局較遲才向參展商公布會於 7 月 15 日

至 21 日期間如期舉行書展及相關的具體安排，很多參展商需在較爲緊迫的時

間下籌備參展工作，包括聘請額外人手協助經營書攤、聘請裝修攤位的專業

人士及支付運輸費等等，若本年度書展的入場人數大減，會對參展商造成一

定打擊。除豁免書商的參展費外，她希望局方考慮進一步協助參展商的相應

措施，與參展商共度時艱。同時，她建議局方提早公布有關人流管理措施及

進行體溫檢測的位置，以便市民能盡早規劃行程，達致分流的目的。以往市

民從不同的入口進入書展會場，於會場內、灣仔港鐵站及柯布連道行人天橋

一帶會非常擠塞及混亂。她建議局方以聯合語音廣播及增加指示的方式協助

市民得知書展會場的即時情況，讓市民考慮會否改期參與活動。此外，過往

書展完結後，會場内有不少剩餘書籍及展品存貨被棄置為垃圾或廢棄物，她

詢問局方在本年度的香港書展會否採取相應回收措施，將環保概念融入書展。 

127. 鄭佩珊女士及冼潔貞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i) 香港書展一直以本地市民為主要參加者。雖然以往的大型公眾展覽亦

有其他華人地區人士來港參與活動，但外地旅客或受相關旅遊限制影

響，參加書展的訪港旅客人數亦會相對減少。局方將透過不同媒體及

合作夥伴加強宣傳香港書展，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參加書展；  

(ii) 至今距離書展仍有一個月時間，目前無法預計入場人次，局方將繼續

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並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制定相應人流

管制措施及場地防疫安排。局方會規定參展商及參觀人士需接受體溫

檢測及佩戴口罩後進入會場，亦會有工作人員提醒參觀人士佩戴口

罩。體溫檢測儀器主要設於書展的主要入口，詳細位置會待香港書展

的新聞發布會後正式公布，而體溫較高或發燒的人士會被工作人員勸

喻離開；  

(iii) 以往局方有於柯布連道行人天橋上以指示牌通知參與書展人士需輪

候時間，本年會繼續加強以語音廣播及增加指示牌的方式協助入場人

士得知當時書展會場的情況，讓入場人士預留時間安排行程； 

(iv) 局方會於書展場内各樓層安排健康大使為參觀人士提供酒精搓手



負責人 

液，及提醒各位參觀人士需佩戴口罩及勤洗手，希望參觀人士能夠保

持個人清潔；  

(v) 以往參觀人士集中於星期六下午或週末的時間到訪書展，局方建議市

民選擇在早上或人流較少的時間參與書展，以疏導人流及減低人群聚

集。另為鼓勵參觀人士在上午人流較少的時候進場，周一至周日上午

11 時前進場的參觀人士可以 10 元的上午進場票務優惠購票； 

(vi) 本年書展繼續與志願團體合作推行一系列環保措施，例如在會場增設

書籍捐贈處，以收集參展商棄置的書籍，及後經由志願機構處理，並

轉贈有需要人士，鼓勵參展商落實環保和惠及更多有需要的社群。 

128. 康文署陳淑興女士回應，繼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六間主要圖書館於早前局

部重開後，另外十二間分區圖書館亦已於五月二十一日起重開。為免人多聚

集及減少社交接觸，署方在重開上述圖書館設施時已採取特別措施，包括實

施特別開放時間（19 間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下午 1 時至晚上

8 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將服務時間作分段開放(每

節約一小時)、控制入場人數、進館市民須接受體溫檢測，以及 12 歲以下兒童

必須在成人陪同下才可進館等。以駱克道公共圖書館為例，署方現時安排於

駱克道市政大廈四樓派籌，以控制入場人數。每天會於第一節的半小時前開

始派發第一節的入場籌，並且在每一節開始後隨即派發下一節的入場籌，先

到先得，一人一籌。市民憑籌在五樓進入圖書館。圖書館亦於每天的清潔時

段內進行清潔。館內重開的設施，如電腦資訊中心及自修室等，亦安排隔位

入座。同時，署方會勸喻市民為自己和他人健康著想，在館內戴上自備口罩。 

討論事項 

第 7 項：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活動進度報告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9/2020 號) 

129.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8 項： 2020/2021 年度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更新版)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3/2020 號) 

130. 委員會備悉文件。 



負責人 

第 9 項： 2020 年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集思會摘要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4/2020 號) 

131.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10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淘藝灣仔-社區演藝計劃及其他文化藝術活動的情

況匯報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0/2020 號) 

132. 康文署林倩儀女士補充指，因表演團體及合辦單位對疫情的最新發展表

示關注，經商討後決定將文件附件一中原訂於 2020 年 7 月 4 日晚上 7 時 30 

分，於勵德邨邨榮樓七樓花園平台舉行的多媒體舞蹈及馬戲表演延期舉辦，

稍後會向各委員彙報有關安排。 

133. 委員會備悉並通過上述文件。 

第 11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內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雙月匯報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1/2020 號) 

134.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12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公共圖書館的推廣活動匯報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2/2020 號) 

135. 康文署陳淑興女士補充指，「灣仔圖書大使計劃」將更名為「青少年創

意說故事工作坊」，讓活動集中以學生為對象，教授青少年說故事的技巧。 

136.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13 項：其他事項 

137. 楊雪盈議員表示，過往委員會並沒有要求議員解釋投票立場及否決撥款

申請的理由，她希望民政事務處能解釋此操作的原因。而是次會議上被否決

的活動實際内容與活動名稱沒明顯的關係，團體亦未有在會議上解釋申請撥

款的項目與慶祝回歸的關係。 



負責人 

138. 秘書補充，以往秘書處會就委員會不支持的撥款申請去信通知團體，信

中亦會提及各委員對活動的意見。 

139. 楊雪盈議員表示，上述操作並不理想，因為在討論撥款申請中，已有委

員對團體能否在疫情實行中港交流持懷疑態度，而顧國慧議員亦對此作出補

充。因在討論過程中，已得出上述結論，會議常規中亦沒有列明各議員需要

就每一次投票的決定作出解釋，故她認為應讓各委員自行選擇是否給予解

釋，請秘書處注意上述操作。 

140. 主席表示，香港藝術發展局在評審所接獲的藝術資助申請時亦會就活動

内容給予意見，希望申請團體在溝通及協作底下能有進步空間。 

141. 秘書補充，秘書處去信通知團體有關申請結果時，亦會同時建議團體參

考會議錄音或會議紀錄。 

第 14 項：下次會議日期 

142. 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八月 

會議記錄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正式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