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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文件 2016／第 22 號  

(於 16.2.2016 會議討論 )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目的  

 本文件簡介於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的地區主導行動

計劃有關元朗區的初步建議安排，並邀請元朗區議會就可予處理的公

共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事宜提供意見。  

 

 

背景  

2.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地區

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並宣布會研究如何提升

區議會的職能，發揮區議員的積極性，以及讓民政事務專員 (專員 )更

有效地統籌政府部門在地區的服務。於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一月期

間，政府舉辦地方行政高峰會及相關的專題論壇，多位區議員均提議

強化區議會及專員在地區行政方面的角色。  

 

3.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

布，讓專員在地區上與區議會攜手，統籌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因應

區情積極回應市民訴求。政府決定在元朗和深水埗兩區推行先導計

劃，給予由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 (區管會 )決策權，處理部

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

供意見，以期累積經驗，探索如何更有效地逐步擴大落實「地區問題

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先導計劃於同年四月一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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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和深水埗兩區開始，兩區各獲撥款 500 萬元推行至二零一五年八

月止。元朗區先導計劃處理三項事宜 (即處理店舖違例擴展事宜、清理

違例停泊單車和加強滅蚊 /剪草工作 )。  

 

4.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指

出，在元朗和深水埗兩區推行的先導計劃，成效十分理想，能夠積極

回應市民訴求，深受地區歡迎和支持。政府會於計劃完結後進行檢討，

視乎情況，積極考慮增撥人手和資源，於下一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在

十八區全面推行，以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

掌握」的理念。  

 

5.     行政長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

布，在元朗和深水埗兩區推行的先導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完成，

成效理想。政府建議在全港十八區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進一

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各區專員

將諮詢新一屆區議會，由區管會決定具體計劃內容，積極解決各區急

需處理的問題。  

 

 

元朗區先導計劃的成效總結  

6.   先導計劃為期 17 個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完成，處理三項事

宜的成效理想：  

(a) 處理店舖違例擴展事宜計劃  

 計劃期間 (即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八月 )在 4 個行

動地點共 6 條街道採取多次跨部門大型行動，共處理 209

間違例店舖。由於政府努力宣傳及持續加強執法，自行清

拆非法地台或構築物的店舖的比例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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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元朗民政事務處 (元朗民政處 )聯同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

生署 (食環署 )和香港警務處採取了 7 輪跨部門大型行動，

共清理超過 47 個行動地點，以及公眾投訴地點，檢取了

超過 1,800 架違泊單車。  

 

 在先導計劃首 12 個月內 (即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 )，與二零一三年相比，平均每年行動總次數增加了

約 18%至 40 次，每月平均單車檢取量增加了約 18%至 107

架。  

 

 運輸署更接納了 9個由區議員建議的地點興建單車停泊位

(即接納當中一半建議 )，總共增加 203 個泊位。  

 

(c) 加強滅蚊／剪草工作  

 元朗共有 68 個由區議員提出的行動地點。  

 

 二零一四年香港首宗日本腦炎個案於天水圍天恒邨出

現，元朗民政處立即在先導計劃下調動剪草地點，以配合

食環署及衞生署調查發現的積水及蚊子滋生之處。在二零

一五年，亦配合打擊登革熱的防蚊工作。在先導計劃下，

地政總署、渠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環署及路政署

與元朗民政處合力在各部門管轄的範圍下進行剪草防蚊

工作。  

 

(d) 整體宣傳  

元朗民政處聯同元朗區議會接受多個傳媒訪問 (包括電台

節目和地區報章 )，闡述先導計劃的工作內容，以及區議會

與多個部門推動落實計劃的詳情，以向更廣泛的公眾層面

提升市民對先導計劃處理事項的認識，增強宣傳效益。  

 

另外，為了讓市民認識先導計劃及在先導計劃下處理的三

項問題，元朗民政處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推出了「元朗區加

強地區行政先導計劃」手機應用程式，讓市民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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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機應用程式並設有全球衞星定位系統，方便市民找尋

元朗市及天水圍的正式單車泊位。  

 

7.  於先導計劃期內，元朗區議員提出不少具建設性的意見，包括

建議改善人手和資源、加強宣傳教育及加強行動的持續性等，又按社

區情況提出新的行動地點，相關部門亦已作出適當跟進。  

 

8.  先導計劃期完結後，由二零一五年九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期

間，深水埗及元朗繼續獲得額外撥款，以持續推行先導計劃下的工作，

延續其成效。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建議執行安排  

9.  正如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指出，先導計劃成效

理想，而元朗區議員普遍期望相關部門可持續採取執法行動，處理更

多行動地點，延續成效。區管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

決定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可深化及繼續處理先導計劃的三項工作。  

現請區議會可參考先導計劃的程序，提交新的行動地點，並按當時已

訂定的準則 (即問題的持續性、規模、嚴重性及發生的地理分布 )，商

訂排列有關地點優先次序。在過程中元朗民政處及有關部門會向區議

會提供協助，最後將會由區管會考慮及確定執行地點及優次，並統籌

各部門進行工作及於適當時候檢視成效。  

 

10.  為推行元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民政事務總署將於二零一六

至一七財政年度起，為相關部門提供人手及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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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意見及下一步工作  

11. 請元朗區議會就上文第 9 段的建議提供意見。  

  

12. 元朗民政處參照區管會的意見，諮詢元朗區議會的意見，然後

發信邀請元朗區議員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處理的問題提交行動地點，

最後會再次向區管會匯報後，便會落實執行。  

 

 

元朗民政事務處  

二零一六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