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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2-2023年工商業、房屋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下稱「工社委」）第二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委員，由於是次會議過程的錄音將會上載至屯門區議會網

頁，請各委員發言前先舉手，待她指示後才開咪發言。此外，為降低病毒在社

區傳播的風險，屯門民政事務處會在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

進行期間實施以下措施：  

 

  
(i)   所有人士進入會議室前，必須佩戴其自備的外科口罩，並由秘書處職

員協助量度體溫，以及填寫健康申報表；  
 

 

( i i)   會議只公開讓新聞界及不多於五名議員助理旁聽，並謝絕其他公眾人

士旁聽。新聞界人士及議員助理的個人資料（如姓名、所屬傳媒機構

及職員編號等）會被妥善記錄，以便衞生部門有需要時可追蹤所有曾

進入會議室的人士；以及  
 

 

( i i i )   會議的茶水服務暫停供應，請與會者自備食水和飲用器皿。   

  
3.  主席續表示，為減低人群在密集空間聚集的時間，會議的時間不宜過

長。就此，她會控制此會議於中午 12時正前完成，並把相關的議題合併討論。

因此，她提醒與會者發言盡量精簡扼要，避免重複已提過的論點。  

 

  
4.  主席請委員留意，如發現會議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應在討論該

事項前作出申報。她會根據《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下稱「會議常規」）第

38(12)條，決定曾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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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委員請假事宜    

5.  秘書表示，秘書處沒有收到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6.  沒有委員對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工社委 2022-2023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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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討論事項   

A.  屯門區議會 2022-2023年工商業、房屋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職權範圍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1號 ) 

 

7.  主席表示，本屆工社委的職權範圍已於去年 11月 22日獲屯門區議會以

傳閱文件方式通過。  
 

  
8.  林頌鎧議員就工社委的職權範圍提出以下意見： (i)第 6項中「就區內的

發展事宜包括道路工程和藍圖提供意見」是否適合由工社委討論；(ii)第 7項「就

鄉郊小工程向屯門民政事務處提供意見」於往屆區議會乃環境、衞生及地區發

展委員會的職能；以及 (iii)建議新增「推動青少年發展」。  

 

  
9.  主席表示，本屆工社委的職權範圍已獲屯門區議會通過，若有修訂，便

須再次尋求區議會大會通過作實，而題述文件旨在供委員備悉。  
 

  
10.  蘇嘉雯議員表示同意林頌鎧議員的意見，亦明白修訂職權範圍的程序。

就此，她建議先在委員會層面討論有關修訂，再呈交區議會大會通過，提高

效率。  

 

  
11.  林頌鎧議員表示明白修訂職權範圍的程序，但為了理順各委員會的運

作，他認為有需要作出修訂。  
 

  
12.  身兼區議會主席的陳有海議員表示，委員如欲修訂工社委的職權範圍，

可按程序交由區議會大會通過。他認為林頌鎧議員的意見合理，尤其是新增

「推動青少年發展」一點，符合社會大眾的關注。  

 

  
13.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一 )梁竚琦女士補充表示，本屆工社委職權範圍

第 6及第 7項於上屆區議會乃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的職能，但由本屆區

議會開始，已改由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負責。她續表示，區議會大會亦曾於上

次非正式會議上討論各委員會的成立及其職權範圍，當時議員認為應維持現

狀。若委員認為要作出修訂，便須按程序於區議會大會層面處理。  

 

  
14.  甄紹南議員同意先由委員會討論修訂建議，再呈交區議會大會通過作

實。就此，他建議秘書處即場利用投影機顯示委員提出的修訂建議，方便各位

討論。  

 

  
15.  林頌鎧議員建議刪除職權範圍第 6項中的「道路工程和藍圖」、將第 7項
調撥至地區設施管理及環境衞生委員會（下稱「地環會」）之下，以及新增「推

動青、少年事宜發展」，以照顧有關社群。  

 



負責人 

- 5 - 

 

16.  蘇嘉雯議員認同林頌鎧議員的意見，但建議將「道路工程」的部分撥入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之下。  
 

  
17.  周啟廉議員表示，屯門區議會曾成立兒童及青少年議會工作小組，及後

解散該工作小組，他建議將其職權範圍納入工社委，以免外界認為區議會不再

關心青少年。  

 

  
18.  黃丹晴議員表示，往屆社會服務委員會（下稱「社委會」）亦有處理青

少年相關的工作，他質疑是否需要將所有細節列明於工社委的職權範圍，使之

變得冗長。  

 

  
19.  主席補充表示，若將職權範圍第 7項調撥至地環會，屯門民政事務處的

相關代表只會列席該委員會的會議，而有關事項不會再於工社委討論。  
 

  
20.  江鳳儀議員表示，除青少年外，職權範圍亦應突顯兒童一環，兩者乃不

同成長階段，而社委會過往亦經常討論兒童相關的社會問題。為讓大眾更清楚

了解工社委的工作，她建議加入「兒童發展」的字眼。  

 

  
21.  主席總括委員的建議，即新增「推動青、少年及兒童發展事宜」至工社

委的職權範圍。  
 

  
22.  江鳳儀議員認為傷殘及弱能人士亦是社會上需要關注的群組，建議一併

列入該項職權範圍。  
 

  
23.  林頌鎧議員表示，「推動」適用於「青、少年及兒童」，但不適用於「傷

殘及弱能人士」，應改以「照顧」或「關顧」作動詞。  
 

  
24.  江鳳儀議員認為「推動」有主動協助的意味，適用於「傷殘及弱能人士」，

亦可加上「關愛」作動詞。  
 

  
25.  甄紹南議員建議以「弱勢社群」概括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群。   
  
26.  林頌鎧議員表示，若委員有各自的意見或關注，可在職權範圍新增其他

項目，無須刻意整合或斟酌字眼運用，以免引起誤會。  
 

  
27.  蘇嘉雯議員認為可將委員的意見整合，提議將職權範圍第 7項改為「推

動及關愛青、少年、兒童、傷殘及弱能人士等需要社群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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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周啟廉議員表示，上屆社委會轄下設有社區關懷工作小組，職權範圍之

一為「關注區內有需要社群」，委員可作參考。  
 

  
29.  林頌鎧議員認為有需要突出「青、少年及兒童發展事宜」，以配合政府

的大方針，提供就業、房屋等方面的幫助。他表示，與其不斷擴充職權範圍第

7項，倒不如新增其他項目，更為清晰。他續指出，服務範疇固然愈全面愈好，

但亦要考慮委員會的工作能力、資源等因素，找出重點對象。  

 

  
30.  江鳳儀議員認同蘇嘉雯議員的建議，以精簡的寫法包含社會上有需要的

社群。  
 

  
31.  主席總結表示，目前職權範圍的最新修訂建議為：(i)刪除第 6項中「發展

事宜包括道路工程和藍圖、」的字眼；以及 (ii)將第 7項改為「推動及關愛青、

少年、兒童、傷殘及弱能人士等需要社群發展事宜」。  

 

  
32.  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一 )梁女士補充表示，委員就職權範圍第 6及第 7
項提出的修訂建議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委員會，屯門民政事務處將於會後與相

關委員會研究後續工作。  

 

  
33.  沒有委員對上述修訂方案提出反對意見，主席遂宣布將有關方案呈交至

區議會大會通過作實。  
 

  
B.  成立 2022- 2023年工商業、房屋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之工作小組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2號 ) 
 

34.  主席表示，根據會議常規有關工作小組總數的規定，現時屯門區議會及

其委員會共可委出不多於九個常設工作小組，而屯門區議會轄下已設有一個常

設工作小組（即社區危機應對小組）。就此，她請各委員考慮工社委應委出的

常設工作小組數目、名稱及職權範圍，以及成立非常設工作小組的需要。  

 

  
35.  陳有海議員表示，現時區議員數目比過往少，而去年的工作小組亦經常

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召開會議。為免變成負累，他建議暫時不成立工作小組，待

有需要時再作安排。  

 

  
36.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主席遂總結表示，若委員認為有需要將特定議題或

事項交由工作小組跟進，屆時可考慮成立任期為八個月的非常設工作小組。  
 

  
  



負責人 

- 7 - 

 

C.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3號 ) 

 

37.  主席歡迎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經理黃淑慧女士及項目主任張曉玲女士出

席會議。  
 

  
38.  嶺南大學黃女士透過投影片（見附件一）報告題述計劃於屯門區內的推

行情況及成果。  
 

  
39.  陳有海議員查詢問卷調查中女性受訪者佔八成的原因，擔心結果有所偏

差。他另表示，報告指出了屯門區不同範疇的問題，唯未見實際改善建議，他

希望嶺南大學明確提出有關建議，方便委員會跟進以及向相關部門反映。他認

為為期三年的地區計劃雖然已於 2021年完結，但委員會可繼續跟進有關事宜並

長期推動長者友善城市。  

 

  
40.  蘇嘉雯議員建議表示，如日後再有機構到會上進行匯報，可於會前透過

秘書處將投影片分發予各委員參閱，機構匯報時便可盡量精簡，使會議集中於

交流及問答環節。  

 

  
41.  江鳳儀議員表示，報告內容詳盡，希望將之提交有關部門跟進，以改善

社區上的各種問題。  
 

  
42.  主席請秘書處於會後以電郵分發投影片予各委員，並解釋指機構或於匯

報前修改投影片內容，故秘書處慣常以後補形式處理。就委員建議將報告提交

有關部門跟進，她詢問嶺南大學代表是否授權上述做法。  
 
[會後補註：有關投影片已於 2022年 1月 18日分發予各委員。 ] 

秘書處  

  
43.  嶺南大學黃女士回應表示，校方作為香港賽馬會委託的專業支援團隊，

負責為區議會草擬並撰寫有關報告，故委員有權決定如何運用。她續表示，投

影片第 24至 25頁列出了不同範疇的改善建議，各委員可細閱，但基於是次研究

的性質較籠統，未有深入探討每個範疇、每項建議。至於問卷調查對象女多男

少，她表示參加者大多來自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學院，這情況

只是真實反映男性對計劃中的活動較不感興趣，並不會影響調查結果的準確

度。  

 

  
44.  主席請秘書處將報告轉交相關部門，以便於屯門區實行當中的改善建

議。她另請秘書處日後將投影片提早以電郵分發予各委員參閱，節省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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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陳有海議員表示，除了以八大範疇劃分改善建議，他建議增加推行難度、

時間等因素，以便委員跟進，以及督促相關部門的工作。  
 

  
46.  主席表示，為符合延續世界衞生組織（下稱「世衞」）「全球長者友善

城市及社區網絡」的要求，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早前就屯門區的地

區計劃撰寫了行動方案檢視，並已獲屯門區議會轄下 2020-2021年社委會通過

上載至世衞網站。香港賽馬會現希望同時上載該文件至其網站，以供有興趣

人士參閱。就此，她詢問各委員是否同意通過有關安排。  

 

  
47.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安排。   
  
48.  主席續表示，因應三年地區計劃完結，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撰

寫了終期研究結果（即文件中的附件）。就此，她詢問各委員是否同意通過上

述文件，以提交世衞申請延續「全球長者友善城市及社區網絡」的資格。  

 

  
49.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文件。   
  
50.  主席另表示，屯門區的三年地區計劃已於 2021年完結，工社委需商討後

續工作，考慮是否繼續於地區層面推廣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就此，她綜合

委員所述，並建議秘書處將有關報告轉交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及運輸

署，從而推動改善方案。  

 

  
51.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安排。  
 
[會後補註：有關報告已於 2022年 1月 20日轉交社署及運輸署。 ]  

秘書處  

  
V.  報告事項   

A.  屯門區私人大廈管理工作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4號 ) 

 

52.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B.  屋宇署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5號 ) 

 

53.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C.  鄉村小工程及鄉郊小工程截至 2021年 12月的進展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6號 ) 

 

54.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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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務署有關屯門區水管敷設工程的進度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7號 ) 

 

55.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E.  房屋署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8號 ) 

 

56.  陳有海議員表示，大興邨時租停車場有車輛違泊，但文件中的附件一卻

顯示邨內沒有車輛被扣押或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他查詢當中原因。他另查詢

菁田邨及和田邨的入伙日期。  

 

  
57.  周啟廉議員表示，房屋署於 1月 7日起封閉全港的棋枱，但有市民自備桌

椅到湖景邨湖碧樓地下的公眾地方下棋，引致群眾聚集，阻塞通道，接近民居，

引起反效果。他對上述措施並沒有特別意見，但認為房屋署作為場地管理者，

理應防止群眾在公眾地方聚集。此外，他留意到房屋署會派特別隊到湖景邨執

行違例吸煙行動，但當違例人士進入相鄰的蝴蝶邨範圍時，特別隊便沒有緊隨

其後繼續執法，他認為有關做法並不理想，建議特別隊可同時於兩邨行動。他

亦表示收到蝴蝶邨蝶翎樓居民投訴，由於社區中心用作檢測中心，引致大量車

流及人流，因此卸貨區的違泊問題更見嚴重，阻礙進出，但執法行動未有較以

往頻密。他建議蝴蝶邨可參考並試行富泰邨的做法，要求車輛進入卸貨區前先

向保安員登記資料。  

 

  
58.  房屋署羅志平女士回應表示，大興街屬路政署的管轄範圍，因此該處的

違泊車輛由香港警務處（下稱「警務處」）作出檢控，而非房屋署；而屋邨停

車場公眾地方的違泊則由房屋署負責，署方職員會不定時巡視公眾地方並向違

泊車輛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就菁田邨及和田邨的入伙安排，她表示兩個屋邨

預計於 2022年第一季至第二季落成，並相繼入伙。和田邨有四座樓宇，共 4 232
個單位；菁田邨有五座樓宇，共 5 183個單位。兩個屋邨均設有小型商場、長者

鄰舍中心、幼稚園、幼兒院以及相關車位及貨車停泊位。有關封閉棋枱後的情

況，她表示因疫情關係，房屋署轄下所有公共屋邨的戶外及室內康樂設施由 1
月 7日起關閉，直至另行通知。如有市民自備棋枱繼續進行休憩活動，署方職

員在巡查時會按社交距離及限聚令的要求作出適當勸喻，防止人群聚集；若市

民屢勸不改，職員會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關於蝴蝶邨和湖景邨的違例

吸煙情況，她表示署方的特別職務隊通常會於同日到兩個屋邨展開行動，她會

向有關人員反映委員的意見，並審視工作安排，提醒他們要多加留意於兩邨游

走的違規者。至於蝶翎樓的違泊問題，她會向蝴蝶邨的屋邨辦事處反映委員的

建議，參考富泰邨的做法。  

 

  
59.  主席請警務處代表就大興邨違泊問題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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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警務處胡振豪先生回應表示，警方一向有在大興街及大方街一帶進行執

法行動。 2021年 4月至 11月，警方收到超過 70宗相關投訴，其間有派員到場進

行交通管制，並發出超過 1 200張定額罰款告票，即平均每月發出超過 150張，

務求改善該處的交通情況。他續表示，若區議會主席有任何有關交通阻塞的投

訴，可聯絡警方派員處理。  

 

  
61.  主席查詢，題述報告附件五中的行動次數是否代表有關住戶已被扣分。  
  
62.  房屋署羅女士回應表示，報告顯示的統計數字代表有關住戶已被扣分。  
  
63.  蘇嘉雯議員表示，除了報告所反映的住戶違例情況（飼養動物、高空擲

物及違例吸煙等），市民在疫情下尤其關注屋邨的衞生情況，例如大廈地下及

居住樓層的升降機大堂時有發現口罩、垃圾。她希望房屋署以屯門為試點，或

於區內推行先導計劃，積極打擊上述情況，並懲處違規人士。她另表示，房屋

署似乎未有積極票控邨內沒有佩戴口罩的人，並希望署方在日後的報告中新增

附件，交代有關統計數字。  

 

  
64.  主席認同屋邨的衞生情況不太理想，並查詢現時特別隊的人手安排及行

動頻率。  
 

  
65.  房屋署羅女士回應表示，特別隊（屋邨清潔）共有兩位隊員，分派於屯

門及元朗區屋邨。此外，署方的房屋事務主任亦會執行有關職務並獲授權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至於屋邨的衞生情況，署方不時透過海報和屋邨管理諮詢委

員會教育居民，如保安員發現有人違規，亦會作出適當勸喻。她會向屋邨職員

反映有關加強檢控的意見。  

 

  
66.  蘇嘉雯議員認為特別隊只有兩位隊員，而行動範圍包括屯門及元朗區，

根本無法打擊上述情況。她促請房屋署於下次報告新增附件，交代有關亂丟垃

圾、不戴口罩的票控數字，對缺乏公德心的人嚴厲處分。  

 

  
67.  房屋署羅女士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與署方相關人員商討上述情況。   
  
68.  主席請房屋署於會後向委員補充有關資料。她擔心若不妥善處理屋邨的

衞生狀況，會令疫情更嚴重。  
 

  
69.  江鳳儀議員表示，本港已立例規管市民於公眾地方佩戴口罩，房屋署有

責任於轄下地方嚴正執法，不應諸多推搪；如有需要，可尋求警方協助。她強

調抗疫人人有責，政府部門之間應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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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房屋署羅女士回應表示，屋邨職員定時執行有關職務及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他們在日常巡查時如發現居民有違規行為，會先作出勸喻或警告，如情

況未有改善，則會依法處理。她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會向屯門及元朗區的相關

人員反映，以加強執法。  

 

  
71.  主席請房屋署於會後補充有關屋邨衞生情況的資料，並期望署方在執法

方面有所改善。  
 
[會後補註：有關補充資料已於 2022年 5月 31日分發予各委員。 ]  

房屋署  

  
F.  教育局屯門區學校發展組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9號 ) 
 

72.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G.  社會福利署報告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10號 ) 
 

73.  陳有海議員查詢屯門區有沒有暫託兒童的處所。他表示，九龍區的保護

兒童會近日被揭發集體虐兒，就此，他希望得知屯門區有多少類似處所，以及

社署在事件發生後可有特別措施監察有關處所的運作。  

 

  
74.  社署黃利貞女士回應表示，屯門區設有保護兒童的處所，包括一間位於

友愛邨的育嬰院，亦有一些幼兒中心、幼稚園等提供日間暫託服務。在監察方

面，社署設有服務表現的監察制度，而幼兒中心及住宿服務（如適用）更須註

冊牌照，署方的相關部門會定期進行監察，以確保有關處所依循現行法例運作。 

 

  
75.  陳有海議員詢問社署最近有沒有巡視區內有關處所。   
  
76.  社署黃女士回應表示，署方總部的津貼組負責服務監察，但她手頭上沒

有屯門區內幼兒服務單位的相關資料，容後補充。  
 

  
77.  主席請社署於會後補充有關資料。  
 
[會後補註：社署於會後提供補充資料，指屯門區的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包括幼兒

中心服務、「暫託幼兒服務」和「延長時間服務」等；而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則

有寄養服務、兒童之家和男童群育學校暨院舍服務。在服務表現監察制度下，

所有受津助的兒童照顧服務營辦者須遵守有關《津貼及服務協議》規定的要求，

社署人員亦會到服務單位進行評估和突擊探訪，以確保兒童獲得妥善照顧。在

監察幼兒中心服務方面，社署定期派員到各幼兒中心（包括屯門區）進行突擊

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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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包括日間和晚間巡查，並會按個別幼兒中心的情況加密巡查頻次，以監

察及確保幼兒中心持續遵守相關的法規。 ]  
  
H.  報告屯門區罪案數字  

(工社委文件 2022年第 11號 ) 
 

78.  委員備悉題述報告內容。   
  
VI.  其他事項   

A.  要求房屋署盡快「重建」富泰邨巴士總站   
79.  主席表示， 2020-2021年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房屋事務工作小組在

最後一次會議上議決續議題述議題，其後該工作小組及其所屬委員會的任期

於 2021年 12月 31日屆滿，未及續議有關事項。由於該工作小組已就題述議題

向屯門地政處、房屋署、運輸署及警務處反映意見，亦曾一起進行實地視察，

相信有關部門會妥為跟進。就此，她認為題述議題可暫告一段落，並請有關

部門適時向委員報告進度。  

 

  
80.  沒有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主席遂宣布通過上述安排。   
  
VII.  下次會議日期   

81.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主席遂宣布會議於上午 11時 27分結束。下次會

議將於 2022年 3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舉行。  
 
[會後補註：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嚴峻，原訂於 2022年 3月 29日舉行的第三

次會議與第四次會議合併於 2022年 5月 31日舉行。 ]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2 年 5 月  
檔號：HAD TM DC/13/25/CIHSS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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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Name
Jockey Club Age-friendly City Project 
Ageing Friendly in Tuen Mun

Jockey Club Age-friendly City Project 
Tuen Mun Oral History Theatre Project 
For Senior Citizen

Batch First batch Second batch

Organiser
ELCHK Tuen Mun Integrated Elderly 
Service

NAAC Tuen Mun District Integrated 
Services Centre for the Elderly

Major Elements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foster 
young-olds and women to re-enter 
the labour force as caring 
ambassadors
Provide community support, such 
as escort services, housekeeping 
and home modification services, to 
fragile older people

Provide drama training to older 
people
Intergeneration playwriting 
sessions

AFC RTHK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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