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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唐人街關注組與華埠行動小組等20多名成員，昨日到 「華埠經濟振興

及發展政策檢討」 公眾說明會場進行抗議，反對華埠發展成高消費地區。示威團體

又指市府去年舉辦的說明會，未以信件通知華埠附近的華裔居民，後來經過居民反

對，才在昨日補辦一場同時附加中英文解說的說明會。

唐人街關注組的鄧國輝指出，溫市政府去年10
月即針對 「華埠振興政策檢討」舉辦說明會，他
認為市府有意避開華人的注意，並未寄發郵件通
知華埠附近溫市中心東端的居民，所以兩次的說
明會只有80人表達意見。

他說，關注組後來向溫市府要求另外再辦說明
會，且要求市府在說明會之前應如對待其他重大
社區政策一樣，對可能受影響的市民發出說明會
通知。

雖然市府答應要求並於昨日補辦中英文的說明
會 ， 但 就 他 所 知 ， 住 在 士 達 孔 拿 公 園
（Strathcona Park）附近的耆英住宅住客，均沒有
收到相關通知。

參加抗議的劉太指出，看到華埠興建愈來愈多
高層柏文，但並無足夠的社會房屋，她希望政府
能夠對耆英提供廉租屋，以不超過每月收入或福
利30%的租金即能入住。

抗議市民萬玲玲則說，華埠應該是一個允許華
裔文化能夠永久保存的一個中心，而不是讓發展

商可以任意在此建高樓，謀求其商業利益的地方
。她認為，華埠的發展計劃在高度和寬度上應該
設限，同時也應能彰顯華人的文化特色。

華埠關注小組的馮淑儀則說，該小組非常擔心
華埠新發展的柏文單位太過昂貴，已不是原居華
埠或附近的居民能夠負擔，原來住華埠的居民，
早晚會被迫遷至華埠以外的地方居住，加速華埠
特色的消失。

昨日的抗議活動亦得到一些非華裔人士的支持
，在溫市中心東端工作的 Katelyn Siggelkow 是其
中之一。她表示，雖然她不懂說中文，但卻因為
經常在華埠出入，認識很多朋友居住在附近，她
知道許多耆英對將來能否繼續住華埠感到擔心，
因此她認為應該聲援抗議，要求市府重視華埠居
民的聲音。

鄧國輝說，華埠新發展的大樓低層商舖，幾乎
都是西人或是非華人的商家，若放任情況繼續發
展 ， 他 擔 心 有 天 華 埠 無 法 再 以 「華 埠 」
（Chinatown）為名，而改成 「多元文化埠」。

關注華埠發展 團體憂特色消失
抗議變身高檔社區趕走長者

▲鄧國輝擔心華埠以
後更不像華埠。

（張伶銖攝）

▲近20名關注華埠發展的市民參加昨日抗議。 （張伶銖攝）

▲華埠行動小組的梁游
詩（左）與馮淑儀（右
）製作漫畫招牌，要求
市府 「停止吞吃華埠」
，藉此諷刺溫市府。▲說明會中，有不少市民踴躍填寫意見單。

【明報專訊】列治文圖書館對聯學會新春徵
聯大賽，以 「各族樂花城，五德新春迎五福」
徵聯。各路對聯高手和愛好者踴躍參賽，經過
一個多月的角逐，由四位大賽評判阿濃、沈家
莊、李天行和張士方評比。他們對無記名作品
分別獨立評選，並經過反複多次商討，最終得
出賽果，現公佈如下:

冠軍及其作品：Feng Annie 之木蘭投虎帳，
千金壯志載千秋。

亞軍及其作品：王時杰之洪雷驚玉宇，三聲
禮炮賀三元。

季軍及其作品：程宗慧之明時多德政，千樁

盛事利千家。
優異獎十名： Eric Lau、黃得、胡秀珍、梁

廷槐、王同衛、陳華英、曾寶璇、黃玉梅、陳
愛雯、廖志偉。佳作獎九名：Lulu Liu、楊清
樹、李京媛、吳潤珍、Tom Chung、Otto Chu
、Joannie Wong、黎麗萍、甄銓沾。鼓勵獎：
Glenda Ho。

頒獎典禮將於2月10日下午 6時30 時於列治
文公共圖書館樓下表演廳舉行，頒獎結束後，
7 時至 9 時，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國學讀書會和
對聯學會聯合策劃舉辦《鷺島之春》春節文藝
晚會，歡迎參加。

對聯學會新春徵聯大賽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