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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健康安全城市活動工作小組  

二零二零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九時四十分  

地點︰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陳緯烈先生  (召集人 )  

馮君安先生   (副召集人 )  

陳嘉琳女士   

周賢明先生，BBS，MH  

張偉超先生   

鍾錦麟先生   

何偉航先生   

黎銘澤先生   

黎煒棠先生   

梁衍忻女士   

呂文光先生   

謝正楓先生   

余浚寧先生   

呂卓穎女士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區議會 )3 

 

列席者  

 

周達榮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林婉婷女士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専員 3 

陳曉園女士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總幹事  

何冠雄先生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項目總監 (數據管理 ) 

黃淑貞女士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籌備

委員會副主席  

任佩芳女士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籌備

委員會秘書處  

 

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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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出席西貢區議會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轄下健康安全城市活動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小組」) 二

零二零年第一次會議。  

 

I.  新議事項  

 

(一 ) 本屆工作計劃  

 

2 .  召集人表示，上屆區議會曾撥款資助有關骨骼健康的活動，亦有

為獨居長者及雙老家庭的長者提供家居改裝服務，包括在睡床側、洗手

間及走廊等合適位置安裝扶手。他請成員就本屆工作小組的工作計劃發

表意見。  

 

3.  成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建議於本屆會期訂立兩個工作主題，並提議以兩年為期分別推

行一個主題或以四年為期同步推行兩個主題，並邀請區內機構

或團體舉辦相關活動。  

 建議繼續以骨骼健康為工作主題，並新增青少年精神健康或情

緒管理的工作主題。  

 建議進行有關健康城市及安全社區的基線研究，供區內團體在

舉辦活動時作參考之用。  

 建議工作小組與區內團體、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和體適能

教練等合作研發手機應用程式，記錄區內康體設施的位置及使

用方法；使用者亦可透過實時定位功能，尋找附近的康體設施。 

 建議工作小組就地區康健中心和地區康健站的醫療健康服務

範圍提供意見。  

 

4.  召集人建議以骨骼健康和精神健康為本屆工作主題，每兩年推行一

個主題，並建議邀請區內專業人士列席工作小組會議，就地區康健中心

的服務提供意見。  

 

5.  成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建議邀請區內專上學院列席工作小組會議，就合辦活動提供意

見及進行活動成效評估。  

 建議工作小組到葵青地區康健中心進行實地視察。  

 建議工作小組討論如何支持健康城市聯盟的工作。  

 

6.  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召集人宣布將本屆工作小組的工作主題定為

「骨骼健康」及「精神健康」，並請秘書處以電郵收集工作小組成員就

列席機構的意見及安排成員到葵青地區康健中心進行實地視察。  

 

(二 ) 簡介合辦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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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於會議前收到兩份健康城巿及安全社區認證

的合辦活動申請。各申請機構的代表會就其計劃內容進行簡介，成員可

於其簡介結束後作出提問。  

 

(1)  社區營造與健康照顧的實踐國際研討會  

 

8.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總幹事陳曉園女士及項目總監 (數據管

理 )何冠雄先生介紹上述計劃。  

 

9.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查詢申請機構如何透過舉辦研討會達致社區營造的效果。  

 查詢申請機構有意邀請出席研討會的目標對象。  

 查詢申請機構會如何將研討會的學術討論成果撮錄，以及會議

知識撮要的派發對象。  

 查詢申請機構會如何將研討會的學術討論成果應用至社區。  

 建議申請機構以網上或半網上形式舉行研討會，以節省海外講

者的機票及住宿費用。  

 

10.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陳曉園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研討會以「社區營造」及「健康照顧」為題，由講者分享在社

區推廣健康及醫療照顧的策略，帶動業界回應區內醫療照顧的

需要，並推動「基層醫療」及「醫社合作」。  

 研討會主要邀請的目標對象為醫療及社福界人士，包括醫療專

職及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基層醫療的社會福利機構管理層及

社工等。  

 機構會將研討會的學術討論成果製作成會議知識撮要並派發

予區內居民，提高其對基層醫療的認知。機構亦會透過社交平

台進行教育推廣，並向居民發放生活錦囊。  

 機構希望舉辦實體研討會，促進海外學者及本港專業人士的交

流和合作。如疫情持續，機構亦會考慮將活動改為以網上形式

舉辦。  

 

11.  成員的跟進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查詢海外講者的背景及經驗。  

 建議申請機構邀請海外講者進行專訪。  

 建議申請機構邀請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研討會，如醫院管理局、

社會福利署、地政總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建議申請機構主力向區內居民推廣此活動。  

 

12.  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陳曉園女士備悉成員的意見，並會於會

後向工作小組提供海外講者的背景資料。  

 

13.  秘書提醒，申請機構申請區議會撥款的款額應為預算支出總額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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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收入總額，即參加者費用和研討會暨專業工作坊場地贊助。  

14.  召集人提醒，為確保撥款得以妥善運用，秘書處未來將安排抽樣檢

查，以審視活動的實際推行情況、參加者人數及活動成效等。請團體務

必嚴格遵守《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 (下稱《撥

款準則》 )的所有規定，並準時向秘書處妥善提交所有單據及文件，任何

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按撥款準則妥善提交至秘書處的單據之相關開支可

能不予發還。  

 

(2)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 

 

15.  「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籌備委員會副主席黃

淑貞女士及籌備委員會秘書處任佩芳女士介紹上述計劃。  

 

16.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綜合如下：  

 

 查詢申請機構過往在區內推廣正向心理學的成效。  

 建議申請機構邀請自強協會的肢體殘障人士參與活動。  

 

17.  籌備委員會秘書處任佩芳女士回覆指，過往籌備委員會一直和快

樂人生總教練羅澤全先生合作，邀請他教授正向心理學。本年度，籌備

委員會希望以普及化的形式推廣快樂人生的正向心理概念，讓更多居民

了解和掌握處理困難及壓力的技巧。  

 

18.  籌備委員會副主席黃淑貞女士回覆指，過往教練主要教授快樂七

式的元素及技巧，其中包括「天倫情話」、「感謝與讚美」及「常懷寬

厚」等，助參加者建立正向關係，並提升抗逆力。本年度，籌備委員會

希望製作『快樂人生普及版』，將正向心理學的複雜概念轉化為簡明的

文字，並向各階層的人士推廣。  

 

19.  召集人提醒，為確保撥款得以妥善運用，秘書處未來將安排抽樣檢

查，以審視活動的實際推行情況、參加者人數及活動成效等。請團體務

必嚴格遵守《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 (下稱《撥

款準則》 )的所有規定，並準時向秘書處妥善提交所有單據及文件，任何

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按撥款準則妥善提交至秘書處的單據之相關開支可

能不予發還。  

 

III.  審批合辦活動申請  

(SKDC(WGHSCA)文件第 1/20 號 ) 

 

20.  成員備悉 SKDC(WGHSCA)文件第 1/20 號。  

 

21.  召集人表示，文件已開列各成員的利益申報資料，請成員留意文件

當中的利益申報部分。文件上的利益申報資料是按秘書處過往記錄擬

備。如文件中的資料不正確或有所遺漏，請成員即時作出申報，並於會

後填妥利益申報表格，交回秘書處存檔。另外，成員應於會前申報利益

或更新有關資料，以便秘書處可於會前以電郵將成員填報的利益申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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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發給各成員省覽及備悉。如成員對某一申報成員所提供的資料或其與

有關組織的關係有疑問，應即時在席上提出討論及由工作小組作出決議。 

 

22.  召集人續指，根據《西貢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48 (12) 條：「區議

會轄下工作小組召集人必須決定，曾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工作小組

成員 (工作小組召集人除外 )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

旁聽，或應否避席。」他將於每項相關的申請，就成員的利益申報 (如有 )

作出決定。  

 

23.  召集人表示，兩份申請的建議審批總額大約為 43 萬元，申請的實

際撥款總額，將以財務及行政委員會批撥為準。經秘書處審閱撥款申請

後提呈本工作小組考慮的審批款額，是秘書處根據《撥款準則》而建議

審批的。如未能以《撥款準則》中已訂明的項目批撥款項，會被視為「無

此項」，成員可決定是否同意推薦這些「無此項」的款項。  

 

24.  就「社區營造與健康照顧的實踐國際研討會」的撥款申請，召集人

請成員留意，計劃開支包括以區議會撥款支付「海外講者機票 (項目 3)」、

「海外講者住宿 (項目 4)」、「社交平台教育推廣及活動宣傳 (項目 15)」、

「幹事及臨時工 (項目 19 至 21)」和「講者或顧問費 (項目 23)」，上述各

項約共 5 萬 4 千元。  

 

25.  鍾錦麟先生申報為申請機構的前僱員。  

 

26.  成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成員應先考慮是否與申請機構合辦活動，再考慮有關撥款申請

的開支項目有否調整的需要。  

 鄉郊長者有醫療健康的需要，而本港較少醫社服務單位及團體

關注有關事宜。  

 活動主要對象為醫護人員、社工、醫療服務提供者等，研討會

未能直接接觸鄉郊居民，對其成效有保留。  

 希望申請機構提供擬訂的活動流程、講者背景等資料，供委員

參閱。  

 建議申請機構使用網上直播平台舉行研討會，以節省海外講者

的機票及住宿費用。  

 建議申請機構增加後續跟進工作，以將研討會的學術討論成果

應用至社區。  

 

27.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専員 3 林婉婷女士補充指，申

請機構曾於 2019 年舉辦「西貢康健樂同行  鄉郊醫社合作研討會」，主

題及部分講者與是次研討會類近。  

 

28.  副召集人認為成員應考慮是否支持申請機構在短期內舉行性質類

近的研討會，並要求申請機構向工作小組提供以網上形式舉辦研討會的

後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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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秘書補充指，秘書處留意到申請機構曾於 2019 年年初舉辦「西貢

康健樂同行  鄉郊醫社合作研討會」，主要討論有關基層醫療服務及鄉郊

醫社合作，主題與是次研討有所不同。她另請成員慎重考慮是否以區議

會撥款支付「海外講者機票 (項目 3)」及「海外講者住宿 (項目 4)」。  

 

30.  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召集人請申請機構修訂撥款申請表和計劃書，

並提交補充資料。有關申請將在委員會會議上作進一步討論。  

 

31.  就「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的撥款申請，召集人

請成員留意，計劃開支包括以區議會撥款支付「《快樂航行》普及版書

刊、影像版及微電影製作 (項目 2、13 及 14)」、「《快樂航行》小禮物 (項

目 9)」、「《快樂小冊子》編輯、設計及印刷 (項目 21)」、「《快樂貼

紙》(項目 38)」和「 Foamboard (項目 39)」，上述各項約共 8 萬 5 千元。 

 

32.  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召集人宣布工作小組通過向委員會建議把「西

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的撥款申請表和計劃書推薦予財

務及行政委員會審批。  

 

[會後補註：西貢區社區中心有限公司於 8 月 17 日撤回「社區營造與健康

照顧的實踐國際研討會」活動申請。 ]   

 

IV. 印製西貢社區受傷個案趨勢資料統計單張  

 

33.  就印製西貢社區受傷個案趨勢資料統計單張，成員備悉由秘書處按

委員於本年 5 月 7 日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而

擬備的報價要求，以及單張的分發方案和數量 (見附件 )。鑑於報價的要求

有所調整，本年度需預留設計和印製統計單張及資訊圖的款項，會調整

為約 $10,600。  

 

34.  工作小組同意統計單張的印刷數量為 3,000 份，包括向議員提供共

500 份單張存放於辦事處、向將軍澳醫院提供 1,500 份單張，及向西貢民

政諮詢中心提供 1,000 份單張。  

 

35.  由於沒有其他意見，召集人請秘書處跟進印製統計單張的事宜，並

按相關的政府規例、通告以及部門指引進行採購及選取承辦商。待收到

設計初稿後，秘書處會以電郵向工作小組成員發出設計稿件，讓成員揀

選合適的設計版本或提供意見。  

 

V. 下次會議日期  

 

36.  會議於下午 12 時 15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西貢區議會  

教育、健康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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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城市活動工作小組  

二零二零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