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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  
社区参与及文化康乐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纪录  
 
 
日  期： 2024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  
时  间：上午 10 时正  
地  点：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罗锦辉议员  
 
副主席  

 

李志恒议员 ,  MH 
 
委员  
王倩雯博士  
吴然议员  
吕鸿宾议员  
丘松庆议员 ,  MH 
金玲议员 ,  MH 
施永泰议员  
胡汶轩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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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永成议员 ,  SBS, BBS, MH, JP 
叶亦楠议员 ,  JP 
赵华娟议员 ,  MH 
刘天正议员  
 
 
增选委员  
詹汉铭先生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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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名单：   
第 4 项   
邓翠筠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一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程惠锶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区议会） 2 
  
第 5 项   
郑柏忠先生  教育局高级学校发展主任（中西及南区） 2 
  
列席者：   
余美瑜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联络主任（大厦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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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凤媚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高级经理（港岛西）  
周群慧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经理（港岛西）市场推广及地区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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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大熙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区议会） 5（候任）  
  
秘书：  
杨洛燊先生  
 
 
欢迎  

1.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社区参与及文化康乐

委员会（社文会）第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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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建议每项讨论事

项以「四分钟包问包答」形成进行，各位出席代表在发言和回应时亦应尽量

精简。另外，委员须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  
 
 
第 1 项：通过第七届中西区区议会辖下社文会第四次会议纪录  
（上午 10 时 05 分）  
 
2. 由于委员对会议纪录没有意见，主席宣布会议纪录获得通过。  

 
 
第 2 项：主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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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05 分至 10 时 06 分）  
 
3. 主席表示没有事项报告。  
 
 
第 3 项：要求考虑重置或标志已消失的马己仙峡道的维多利亚城界碑  
（中西区社文会文件第 28/2024 号）  
（上午 10 时 06 分至 10 时 10 分）  
 
4. 主席表示秘书处会前已邀请地政总署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古迹办）出

席，惟部门皆表示因事未能派员出席，将于会后提供书面回复。  
 
5. 副主席表示维多利亚城界碑是珍贵的历史遗迹，对其在有关斜坡中消

失的事件表示关注。他就古迹办的调查进度以及有关界碑是否已被移除提出

疑问，同时亦建议在附近设置告示板介绍维多利亚城界碑及作纪念标志之

用。他建议从历史档案中查核有关界碑的记录，探讨是否可寻找到更多遗迹，

并强调重视及保护历史遗迹非常重要，要求相关部门检讨和跟进。  
 
6. 委员提到中西区的文物资源丰富，有不少活化成功的例子。她指出界

碑是分布于山林或城市中的小型历史文物，建议制定「一文物一措施」、「一

文物一活化」等相关政策，保护这些小型分散的建筑或文物。她亦建议跟历

史或登山爱好者合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针对这些文物设计远足路线，达

到探索大自然、重温历史、保护文物等目的，使相关历史文物得以充份活化

利用。  
 
7. 主席请秘书处将议员意见及文件反映予相关部门并要求答复。  
 
[会后备注：地政总署已于十一月十八日提供书面回复；秘书处已于十一月

七日向古迹办查询，有待书面回复。 ] 
 
 
第 4 项：关注公园节庆灯饰的美化及多元化  
（中西区社文会文件第 29/2024 号）  
（上午 10 时 10 分至 10 时 43 分）  
 
8. 主席欢迎嘉宾出席会议，并开放给委员讨论。  
 
9. 委员指出中西区过去于重大节日都有丰富的节庆灯饰装饰，但最近发

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地方如区内公园的中秋节灯饰相对减少，

一些由其他部门管理的地方例如海滨长廊也见到类似情况。他留意到部门用

于设置节庆灯饰的拨款在本年度有所减少，遂建议相关部门如民政处能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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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去安排节庆灯饰，确保中西区居民能享受丰富的节庆气氛，避免节庆时

区内灯饰不足。  
 
10. 委员提到中秋节装饰不足的情况与去年相比相对明显。他指出去年中

秋节卑路乍湾海滨长廊挂满红灯笼，场面壮观。然而今年长廊的灯笼数量及

装饰却明显减少。他引述区内居民反映，为推动本港旅游业，并考虑到安装

红灯笼的成本不高，相关部门应恢复类似去年的灯饰规模，设置的地点应拓

展至区内其他公园，不仅限于卑路乍湾海滨长廊。他亦提倡于其他节日增加

装饰，以增添节日气氛。  
 
11. 委员提议在公园和海滨增加节庆灯饰以宣传重要历史事件，如抗战胜

利日、国家安全日、全民运动日等。考虑到明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他建

议政府考虑在人流密集的地点增设相关灯饰，让市民了解抗战历史的艰辛及

其重要性。  
 
12. 委员反映居民意见指，今年荷李活道公园等许多小型公园缺乏节日装

饰及氛围。她建议吸纳社区就节日庆典、灯饰摆放等活动的意见，提高区内

各持份者的参与度，确保活动符合居民期望。她认为节日庆典活动是与民同

乐的重要措施，鼓励区内居民共襄盛举。  
 
13. 委员提出，节庆灯饰的宣传有待加强，同时强调节庆灯饰多元美观，

对吸引市民和游客非常重要，例如在中山纪念公园的七十五周年庆典中，一

些灯饰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她认为节庆灯饰的宣传应该覆盖全港。她亦关注

灯饰的环保问题，包括材料制造、光线对居民的影响、设计款式、回收处理

等。她认为应探讨节庆灯饰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包括如何处理和再利用这

些大型灯饰，以减少资源浪费并促进环保意识。  
 
14. 委员提到可以继续于中西区区内的自动扶手电梯上设置节日灯饰，令

市民不用到海边也能感受节日气氛。他亦关注灯饰的耗电量及光度，期望继

续沿用较省电环保的发光二极体（LED）灯。他表示灯饰应为游客带来乐趣，

亦应为市民营造节日氛围。  
 
15.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处）代表的综合回复如下：  
 

(i) 中西区民政处近年来主要在某几个节日负责处理区内的节庆灯

饰，包括回归纪念日、国庆日、圣诞、农历新年等。在资源许可的

前提下，可积极考虑并研究于其他节日增设节庆灯饰的可行性。  
 
(i i) 民政事务总署网页每月都会发布节目预告和相关资讯，未来会考

虑加强宣传工作，包括利用社交媒体邀请市民和团体关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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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灯饰方面，过往于圣诞及农历新年时会以「串

串灯」装饰；于国庆和回归活动亦曾在该位置展示宣传物品，例如

贴纸、包柱装饰等。  
 
(iv)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在招标时会要求承办商提供环保提案，包括使

用环保材料制作灯饰以及提供回收方案。过去展示的灯饰亦已趋

向环保，例如所用的 LED 灯全为环保型号，以尽量降低耗能，亦

曾尝试使用环保能源如太阳能供电，配合政府的环保倡议。  
 
(v) 在区内其他公园设置灯饰装置时，处方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装

置大小、电力供应、人流情况、预算等，处方将继续研究于中西区

其他适合的地点设置节庆灯饰。  

 
(vi) 灯饰承办商须向处方提交由注册结构工程师发出的安全报告和机

电工程署发出的完工证明书方能正式开放灯饰展览，以确保市民

的安全。  

 
16. 康文署代表表示已备悉议员的意见，并致力配合中西区民政处将节庆

灯饰推展至区内辖下场地。  
 
17. 副主席表示现时应正筹备圣诞和农历新年灯饰，他建议设计时应考虑

之前提出的意见，并在扶手电梯、公园、皇后大道、德辅道等地方增加 LED
灯饰。  
 
18. 委员认为每年尖沙咀地区的圣诞灯饰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成为打

卡热点。他提议于中西区如海滨长廊等空间仿效，同时增加环保灯饰设计，

强调可持续性，并使用环保材料。他建议审批时考虑承办商的相关环保证书

和回收政策，确保资源能再被利用。他亦建议相关部门与旅游发展局合作，

互相推广节庆活动和灯饰，以吸引更多游客。  
 
19. 委员提议在香港使用无人机进行灯饰设计，他认为相关部门应投资并

使用无人机技术。他提议将中西区列为试点，推动其他区域仿效，从而促进

香港发展。  

 
20. 委员认为香港灯饰一向富有特色，应将此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但同时

也应融入现代元素，例如配合烟花和无人机表演。灯饰宣传方面，他建议民

政处可探索新的宣传途径，例如制作海报并分发予议员办事处派发，通过低

成本的方式高效地扩大宣传范围。他亦提议中西区应该探讨更多本地特色活

动，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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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委员认为灯饰可以营造宜居的社区环境。他提到过去灯饰装置通常分

布在荷李活道公园、中山纪念公园、卑路乍湾公园以及海滨长廊。他建议一

方面保留灯饰骨架，另一方面将灯饰轮流放置在不同公园，以减少成本，同

时达致环保。这样可以确保市民在不同地点都能欣赏到特色灯饰，提升灯饰

的吸引力和市民参与度。  

 
22. 主席提出官、商、民合作的建议，认为可以藉此模式进行不同类型的

灯饰设计与安排，设计更多元的节庆灯饰。他亦认为市民参与是最主要的宣

传途径，市民参与活动可以带动家人和朋友参与，从而提升灯饰的宣传效果。 

 
23. 副主席同意官、商、民合作的方针，他建议鼓励中西区的商业大厦、

酒店等商业机构在圣诞以及农历新年期间自费安装大规模的外墙灯饰。这种

合作不仅可以带旺人流改善营业收益，亦可推动其他区域仿效，逐步提升香

港整体的灯饰景观。  

 
24. 中西区民政处代表的综合回复如下：  
 

(i) 中西区民政处未来于设计节庆灯饰时可考虑增添更多现代化的元

素；灯饰主题及选址将包含更多中西区的特色。  
 
(i i) 处方进行招标时会要求承办商重用或捐赠有关物料。  
 
(i ii) 未来将应用更多具互动性的新科技例如投影，为市民带来沉浸式

灯饰体验。  
 
(iv) 某类型灯饰或因强风引致的安全考量而未能在海滨长廊重用；处

方在设置灯饰时将优先考虑安全性，继而平衡各持份者的需求。  
 
25. 主席宣布讨论结束，并感谢嘉宾出席。  
 
 
 
第 5 项：在中西区加强推广港区国安法  
（中西区社文会文件第 30/2024 号）  
（上午 10 时 43 分至 11 时 00 分）  
 
26. 副主席欢迎嘉宾出席会议，并开放给委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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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委员指出政府一直都就国安法进行不同宣传，包括教育局于 4 月 15 日

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区内摆放一些剪报和资讯板，这些都可以提高市民

对国安法认识和关注。他认为可以在社区摆放更多关于国安法的资讯和剪

报，并巩固国家安全作为发展民生和经济的先决条件。他期望有关部门在未

来可以做好宣传工作，让香港市民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28. 委员留意到近年有关国安法的宣导工作都聚焦在国家安全领域，包括

军事安全、国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亦有小部分人将港区国安法污名化。

他认为应多提及其他领域的安全，例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粮

食安全等。他遂指出多做国家安全新领域的宣导工作，能提升香港市民在国

家安全上的危机感。无论在学校或社区层面，在此类较软性题目上多做宣传

教育能让市民认识到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和重要性。  

 
29. 委员提议于全港十八区举办国家安全的巡回展览。他认为现在只有位

于尖沙咀的历史博物馆内的国家安全展览厅作宣导并不足够，有关展览可以

拓展至学校层面，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同时中西区区内亦可以举办类似活

动，令中西区居民无需跨区前往尖沙咀。他认为上述措施能加强港区国安法

的宣传效果。  

 
30. 委员认为国家安全展览厅内的动感游戏和虚拟实境（VR）装置具备足

够趣味，吸引年轻人和小童留意港区国安法。他认为这种元素亦可以应用在

区内的国安法宣导工作，例如在中西区皇后像广场的花园中建设「爱国走廊」

以提升市民的国家民族意识。他指出，因应香港市民未必完全熟悉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二十个重点领域，相关部门可以就此做一些软性的宣导，例如国家

航天技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成就等，再从中带出国家安全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条件，令市民更有效认识国安法。  
 
31. 委员认为近年中西区加强国家安全的宣传工作有不错的成效，他期望

可以在区内一些石墙位置和公园栏杆上作有关方面的恒常宣传。他亦建议议

员或者关爱队定期设立街站和派发小册子，配合聚焦不同国家安全概念的讲

解工作，可令宣传效果更加理想。  

 
32. 委员强调了中西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特别强调国安法在

本区的意义。她建议采取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宣传方式。青少年方面，可以推

出类似「警讯」的电视节目，并于区内开展「少年国安法」的宣传活动，教

育局可运用区内学校资源，建立姊妹学校交流团到内地进行探访；长者方面，

则可以适时举办讲座或工作坊，以向不同年龄层的公众传达有关国安法的重

要资讯，提高公众对国安法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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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员强调国安法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他提出在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

应该增加互动形式的活动，邀请区内居民参与。他认为需要倾听民意，大多

数人都会认同，保护家园和捍卫市民基本权益非常重要，此举也能增进社区

的凝聚力，有效落实国安法。  

 
34. 委员认为区议会在区内推广国安法和国民教育是责无旁贷的，他提议

永久和临时两方面的推广。永久方面，包括争取在区内一个永久性的地点展

示国民教育内容，并指出宣传细节可随时更改，以适应不同需求。临时方面，

则建议制作中英双语展板，以吸引更多外国人了解国安法和国民教育。他强

调应在学校举办展览活动，介绍国安法相关法例和知识，善用多方面措施推

广港区国安法。  
 
35. 教育局代表的综合回复如下：  
 

(i) 局方已于 2021 年及 2023 年向学校发出行政和教育指引，要求学

校按校本情况及需要，在不同工作范畴，包括学校行政、人事管理

及教职员培训、学与教、学生训辅及支援、家校合作等，制定适当

措施，全面落实与维护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工作。  
 
(i i) 局方亦已发布了涵盖 15 个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其中详

细说明了相关主题和学习重点，供学校参考进行整体规划。学校可

以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推动国家安全教育。  
 
(i ii) 局方以「多重进路、互相配合」方式，采取多元化和具体的措施，

包括提供课程指引、制作学与教资源、为教师提供培训、为学生举

办全方位学习活动（包括师生内地交流及资助「姊妹学校」的活动）

等，全面支援学校以全校参与方式在课堂内外全面并有系统地规

划和推行国民教育及国家安全教育。  
 
(iv) 中西区学校已根据「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就重要日子规划

适切的学与教活动，以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例如有学校举办

四节国民教育认知课程，课程内容配合四大重点日子： 10 月 1 日

（国庆日）、12 月 4 日（国家宪法日）、4 月 15 日（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和 7 月 1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让学生认

识和了解其背景、内容和意义。  
 
36. 副主席引述有委员提议在中西区和区内学校巡回展出国家安全展览厅

的资料内容，他请秘书处会后就此议题要求保安局书面回复。  
 
[会后备注：保安局已于 11 月 6 日提供书面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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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委员补充可以于中西区众多打卡点，例如海滨长廊、中山纪念公园等

人流密集的地方摆放资讯告示版。  

 
38. 副主席请康文署代表就委员提到在公园做展览或于中西区区内一些可

作为永久展览的地方提供书面回复。  
 
[会后备注：秘书处已于 10 月 25 日向康文署查询，有待书面回复。 ] 
 
39. 副主席宣布讨论结束，并感谢嘉宾出席。  
 
 
第 6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24-25 年度在中西区筹办的文化艺术活动汇报  
（中西区社文会文件第 31/2024 号）  
（上午 11 时 01 分）  
 
40. 副主席请各位委员备悉文件。  
 
 
第 7 项：其他事项  
（上午 11 时 01 分）  
 
41. 副主席表示没有其他事项。  
 
 
第 8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上午 11 时 02 分）  
 
42. 副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28 日，截交文件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13 日。  
 
43. 会议于上午 11 时 02 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通过  
   

                      主席：罗锦辉议员  
 

                                      秘书：杨洛燊先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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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