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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溫哥華人生第二里程協會（Vancouver
Second Mile Society） 屬 下 之 溫 市 東 區 耆 英 中 心
（Downtown Eastside Seniors Centre）日前舉行送羊迎
猴新春團拜。當日有近 200 名中外耆英參加，彼此享用
豐富免費午餐、燒肉、雞肶、素菜及其他賀年食物，大
會並派發紅封包、糖果及水果。

該耆英中心是溫市歷史最悠久之耆英中心之一，在
1958 年成立，近年來每天有近 100 位不同族裔之耆英使
用該中心之服務。

中心之 600 多名會員之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華人，因
此，慶祝農曆新年也是該中心的主要活動之一。

該中心位於喜士定東街 509 號，開放時間由星期一至
五早上八時正至下午三時，及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三
時，除給予會員有社交之地方外，會員到中心可打乒乓
球、桌球、玩橋牌、閱覽書報，還可享用中心提供之廉

【明報專訊】大溫區域局（GVRD）
職員建議大溫區域局董事會，延遲至3月
底才表決運輸聯網（TransLink）2005 年
到 2007 年的運輸計劃；另若是聯邦不歸
還燃料稅，希望運聯可以提出 2007 年以
後穩定財政來源的策略，而穩定財政來
源可能只有收取汽車附加稅一途。

運聯主席麥克勒姆（Doug McCallum
）昨日就此事回應時表示，大溫區域局
這份建議報告，是要大溫地區在未來數
年，承受交通建設和經濟發展被影響的

可能風險，公眾要求運聯有持續既定的
交通計劃，大溫區域局應該聽取民意。

麥克勒姆說，報告也提出對交通計劃
作出修訂： 「這將影響到巴士、道路及
捷運系統的改善。」他又說，運聯沒有
對開徵汽車附加稅作討論，要徵收也要
透過公決方式決定，但他不認為省府會
在2005年省選前，通過舉行這場公決。

他指出，大溫區域局的建議表面看來
影響不大，實際上牽動未來2年及往後的
交通改善計劃；已經進行的道路改善工

本那比市議會昨晚通過附例，對汽車警報器長鳴的車主發出告票或拖車。（楊凌竹攝）

大溫局擬延遲確認未來運輸計劃

運聯主席責拖累發展建設

【明報專訊】本那比市議會昨日通
過修改交通附例，對於汽車警報器響
號長鳴影響居民安寧的情況，可視情
況採取發告票或是拖車等懲罰。

本那比工程部門職員的報告指出，
泊車巡邏人員每個星期平均接到2次民
眾的投訴，抱怨警報器響號擾人。本
那比是第2個對汽車警報器響號長鳴加

以管制的都市，溫哥華
市議會已經早於 1 月時
通過類似動議。

根據新附例，若是有
警報器響號長鳴超過 1
分鐘，或是在24小時內
鳴聲超過 3 次，都可被
發出告票，而巡邏人員
也會視情形決定是否將
車輛拖走。

多位發言市議員都表
示贊成這項新附例，因
為他們本身也有過被長
鳴警報器打擾安寧的經
歷 。 市 議 員 Colleen
Jordan 表示，該個附例
有教育意義存在，它提
醒駕駛者要更當心，不
要讓無端啟動的警報器
影響到附近鄰居的安寧
。

不 過 市 議 員 Celeste
Redman 就對附例落實
程度提出疑問。她表示
，鄰里可能因汽車警報
器響號而聯絡巡邏員前
來對車主發告票；但是
響號長鳴的時間長短及
音量高低，是否已達到
騷擾四周人士安寧，需
要被懲罰的程度，難以

有公正判斷。最後Redman是唯一一位
投反對票的市議員。

市長Derek Corrigan說： 「有部分警
報器過份敏感，當大風吹過時，也會
響號。」他指出，新附例是給予加裝
汽車警報器的車主一個提醒，讓他們
更加小心，當警報器感應過於敏感時

【明報專訊】本那比市議會同意將目前違例泊車告票的罰款
三級制改為二級制，減少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根據市議會通過
的新建議，違例司機如果在15天內繳付罰款，就只需繳交一半
罰額，即是25元。

本那比市政府目前向違反附例的司機發出一張50元的罰款告

票。若果司機在 5 天內清繳罰款，就只需要交 25 元。倘若在 6
至15天內繳交，就要40元，即是有10元的折扣。超過15天繳
交，則無折扣。

本那比市政府指出，附例執行部門收到不少查詢，不少人認
為制度混亂，並且不公平。若果碰上抄牌天是星期五又或者是

長周末前一天，那麼他們只有利用短短一兩天的時間交罰款，
否則就會失去半價優惠。若果執法人員用郵寄方式寄出告票，
那麼司機收到告票時往往已經過了半價優惠的期限，最多只能
省回10元。另外，收到罰款的司機有時亦希望先跟抄牌的職員
討論，但等到職員回覆，往往亦過了半價優惠期。

【明報專訊】台灣正在
為公投內容或程序爭論得
喋喋不休之際，海外僑胞
返台參加總統大選投票時
，能否領到公投的選票呢
？據台灣國民黨駐加拿
大聯絡處主任彭聖錫透
過台北中央黨部查詢中
選會的結果是 「不能」
，因為根據 「中華民國
」憲法，僑胞唯一可參
與的選舉，是總統、副
總統的投票選舉。其餘
各種投票都不會將海外
僑胞列入選舉人名冊。

至於其他跟僑胞投票
有關的各項規定，彭聖
錫亦將接洽中選會所得
的一些細節作出如下的
說明：

一、僑胞申請返台投
票登記獲准後，即列名
「總統、副總統選舉人

名冊」，於投票日（3
月 20 日）持 「護照」
至指定地點（原戶籍地
）即可投票。查核結果
通知書非必要文件。

二、中選會證實，僑胞
返台投票不一定要持 「中
華民國」護照入境。只要

申請核准後，即會被列入
選舉人名冊，護照是投票
時的身份證明。

三、經覆核戶籍仍在台
者，將與台灣本土人士一

樣，會收到投票通知，
於投票日持 「身份證」
至戶籍地投票，同樣不
必攜帶投票通知。

四、戶政機關表示，
若以居住台灣本土公民
身份投票，而其身份證
已遺失或破損者，可在
投票日前申請補發或換
發新證，無身份證或護
照者將不能投票。

五、台灣戶籍機關約
在2月29日會將選舉人
名冊製作完畢，返台投
票僑胞若無特殊原因，
勿於 3 月 1 日前申請回
復戶籍，以免喪失投票
資格。

彭聖錫同時亦指出，
為使回台投票的僑胞親
身感受選舉的熱情，國
親聯盟已定於3月17日

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在
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 「四
海同心．贏向勝利」——
海外返台投票的僑胞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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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卑詩省校友會於日前舉
辦新春同慶10周年聯歡晚宴，參與的教
職員、校友、嘉賓及其他大學的好友接
近 300 人，場面熱鬧。出席的大學教授
包括甘介川、何思撝、吳夢珍、李希旻

、薛壽生、潘克廉、傅德燊等。各位教授已退休，然而仍
積極參與本地社區活動，對國畫、書法、文學、藝術、學
術研究、社會工作、體育運動等作出貢獻，深受尊敬。

香港中文大學剛慶祝40周年，當中以 「騰飛四十、精進
日新」為主題，透過
多媒體，介紹中大過
去40年與香港社會息
息相關的成長和發展歷程。

校友會會長鄧錦傳欣慰說，10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
短不短，但對校友會來說，卻別具意義。今年是中文大學
卑詩省校友會10周年誌慶，不但代表中大同學的團結精神
，更象徵大家和校友會齊步向前，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

過往一年，中大卑詩省校友會舉辦了多項不同類型活動
，其中包括與港大、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卑詩省校友會參
與為卑詩心臟中風基金會籌款的大單車比賽，籌得善款近
千元。去年有感港、加兩地前線醫護人員於對抗非典型肺

炎行動中的勇敢無私精神，校友會亦與港大、理大及浸大
卑詩省校友會聯合發起一個向港、加對抗非典型肺炎前線
醫護人員致敬的簽名運動，共收集超過5000個簽名，已分
發到香港各醫院及二埠皇家哥倫比亞醫院。此外，校友會
亦向中大齊關心基金捐出善款，作為支持香港威爾斯醫院
抗炎用途。

校友會亦經常舉辦有關學術、工作、及生活常識座談會
；亦提供多元化文娛活動，凝聚校友，融入本地社區。

師生校友再聚，不免回憶那天、談談理想、細說中大情
懷 。 從 60 年 代 至
2000年，中大人隨着
社會不斷演變，背負

不同的時代理想。隨着移民遞增，中大校友在安省、卡城
、及世界各地均有校友會。卑詩省更屬人才濟濟，在各界
服務與默默貢獻。中大精神亦標誌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對
移居海外的華人具有勉勵。一首激昂中大會歌唱出： 「開
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承擔着整個民族的
光輝，……我們還是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迎着風對着
浪，在學問的大海中向前航，吸收新知識心胸要開放……
我們要做替大眾鋪路的橋樑……。」中大師生校友將繼續
踏實地為社區建設而努力！ 中僑專業培訓學院——黃正心

中大卑詩校友新春同慶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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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那
比
С
例
對
͕
汽
車
警
報
長
鳴

ሸ
ၺ
ᦜ
ⅇ
݂
⍹
ᆃ
ሔ
㋿

鐵城崇義總會暨耆英會、體育會職員約 30人，
日前假該會禮堂，歡迎到訪的中國駐溫哥華總
領事館總領事李元明、副總領事黎寶光及孟熙
安、王軍、何蘇京及邱薇薇等領事。中領館官
員讚揚崇義總會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並對中國
各方面如賑災等大力支持。圖為眾人於會後合
攝於崇義大廈門外。

探訪探訪

東區耆英中心新春團拜

圖為該會理事及員工主持切燒豬儀式（由左至右排列）
執行幹事陳錦全，主席Patricia McKenzie、理事鄭光、杜
桂煥及李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