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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序言 
 

我很高興以市區更新基金新任主席的身分，向大家介紹基金的第

五份周年報告。本報告載述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期間的工作。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發展局局長再度委任和新委任了共十五名市

區更新基金董事會成員。我亦對獲委任為基金的主席，深感榮幸。我

衷心感謝無論是已離任以及現任的董事們積極參與市區更新基金的工

作及他們作出的寶貴貢獻。 

 

市區更新基金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成立，為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信

託人和財產授予人，至今已有七個年頭 。我們很高興見到基金在前任

主席梁祖彬教授的領導下，以「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

市區更新模式為理念，在過去幾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基金現時委任了四間非政府機構的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跟進受

市區重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的實際需要，提供適切的協助和輔導

服務。 

 

配合基金致力推動市區更新範圍內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的理

念，基金董事會經詳細考慮後於二零一六年決定主動為設立九龍城主

題步行徑提供財務資助，以及邀請有興趣機構去執行這個項目，我們

最終收到不少優秀和具創意的建議書。經過詳細考慮及遴選，基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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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於去年底委任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執行這個為期六年的計劃，已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開始，資助總額為港幣七千九百萬元。 

 

過去五年，基金一共資助了十三個各具特色的項目，共撥款約四

千三百萬元，而資助計劃的第四期申請亦已於今年四月截止，我們亦

收到不少優秀和具創意的建議書，並正在仔細審議中。董事會在審批

項目時，不但關注項目的可行性及可持續性，亦十分著重項目如何加

強地區特色，以及能夠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增加居民對社區的歸屬

感，提升凝聚力。我們來年將會配合基金的發展路向，主動發掘和制

訂資助項目的主題及意念，邀請社區人士及團體參與及執行。另外亦

會整理好基金多項工作的經驗及成果，向有關團體及公眾展示，促進

彼此交流。 

 

最後，在新一任董事會的帶領下，市區更新基金定會繼續努力，

讓基金有效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專業團體和不同持分者的合作，達致

市區更新和有效改善舊區居民生活質素的目標。 

 

 

倪錫欽教授 

市區更新基金主席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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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區更新基金 

香港的樓宇正迅速老化。儘管政府、專責機構如市區重建局(市

建局) 和香港房屋協會、業主立案法團及相關專業機構已不斷努力改善

情況，本港舊樓的整體情況依然不理想，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 

故此，發展局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公佈經兩年廣泛公眾

諮詢後擬訂的新《市區重建策略》提出以人為先，從地區出發及與民

共議的工作方針。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成立，也是《市區重建策略》

的亮點之一。 

基金於該年八月十五日成立，作為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信託人和

財產授予人。市區更新信託基金更由同年十一月十日獲稅務局確認為

屬於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故可根據稅務條例第八十八條

獲豁免稅。 

基金獲市建局撥款港幣五億元，作為獨立的經費來源，用作資助

向受市建局執行的重建項目所影響居民提供協助的社區服務隊之運作

經費﹔資助由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建議的社會影響評估及其他相關

的規劃研究﹔以及資助由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持分者提議的在市區更新

範圍內進行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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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市區更新基金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完成招標，委任四間非政府機

構的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於以下五個指定地區/項目，向受市建局執

行的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合約期由二零一七年一月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於黃大仙、觀塘及港島區提供服務 

 救世軍於油尖旺及深水埗區提供服務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於九龍城: 春田街/祟志街及啟明

街／榮光街提供服務 

 救世軍於九龍城庇利街/榮光街提供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於九龍城: 鴻福街/銀漢街及鴻福街/啟明

街及榮光街提供服務 

基金於去年召開四次季度會議，讓市建局和社區服務隊的前線同

工分享工作進度及重建項目的有關事宜和討論個案。 

去年亦召開了兩次半年度的三方管理層會議，討論重建項目及有

關行政和溝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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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社區服務委員會由董事會成立，旨在審視所有社區服務

隊的整體工作、有關委任及管理社區服務隊的重要事宜及審議秘書處

的建議。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委員會成員名單載於本年報附件 I (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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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作為二零一一年二月公布的《市區重建策略》其中一個重要部

份，「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一項重點工作就是資助市區更新範圍內

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基金作為信託基金的受託管理人，負責

執行「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以提供財務資助，

支持由社區人士提出的市區更新保育及活化計劃。 

 

第三期資助計劃 

 

過去一年，基金一直致力跟獲撥款的六個機構緊密合作，以確保

計劃質素和成果。 

 

第四期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開始接受第四期資助申請， 截

止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 

 

為了加深各團體對本資助計劃的目標和申請程序的認識，基金秘

書處舉辦了兩場簡介會，當中更邀請了獲第一、二期資助機構分享其

受資助計劃。 董事會正在審議第四期資助計劃申請建議書。 

 

第三期資助項目簡介載於本年報附件 II (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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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是政府於二零一一年公佈的《市區

重建策略》其中一個重點。作為全港首個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諮

詢平台於二零一一年六月成立，旨在為九龍城區制訂《市區更新計

劃》)。 

 

根據一連串不同的硏究和公眾參與活動，諮詢平台於二零一四年

擬備了《九龍城市區更新計劃》並提交政府作考慮及跟進。九龍城主

題步行徑是諮詢平台制訂的《九龍城市區更新計劃》其中一個建議項

目。 

 

配合基金致力為市區更新範圍內的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項目提供

資助的理念，基金透過「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為設立九龍城主題步行徑計劃提供財務資助，以及邀請有興趣機構遞

交建議書去執行項目。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基金發出了遞交《設立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建議書》，並最終收到不少優秀和具創意的建議書。經過詳細考慮及

遴選，基金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委任了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執行這個為

期六年的計劃，並於二零一八年一月開始，資助總額為港幣七千九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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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協會及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七日，假香港聖公會聖三

一座堂聯合主辦「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啟動禮，介紹項目

目標、特色及路段資料。主禮嘉賓包括發展局黃偉綸局長、九龍城區

議會潘國華主席、九龍城民政事務蘇銥靜助理專員，以及市區更新基

金及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代表，場面盛大熱鬧。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廿九日，董事會董事到了聖公會福利協會的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作實地考察。由計劃同工於計劃新

辦公室介紹「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的設立目的及主要特色

為步行徑的考察展開了序幕。接著，董事們登上旅遊巴士，出發到九

龍城不同地點進行導賞團，從而加深對主題步行徑沿途景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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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計劃舉行首次「躍龍步隊」義工簡介

會。 

 

 

 自 2018 年 3 月起，步行徑每月定期舉辦導賞團，包括歷史文化

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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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治 

I. 董事會會議 

       為執行基金的使命和工作，董事會於去年進行了六次董事會會議。

會議記錄摘要及董事會成員出席記錄已上載到基金網頁。 

 

II. 加強透明度 

       為確保基金的有效管治和加強透明度，董事會會議記錄摘要、董事

會成員出席記錄、審計及財務報表和獲資助計劃的簡介及進度等資料

已上載到基金網頁及定期更新。 

 

III. 委任市區更新基金董事 

發展局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公布，十五名人士被再度委任／

委任為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主席及成員。任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

日起，為期三年。 

發展局局長根據市區更新基金的章程提名倪錫欽教授出任市區更

新基金董事會主席，並提名程美寶教授、趙麗霞教授、何超平先生、

符展成先生、楊明悌先生及余偉業先生為新董事會成員。發展局局長

同時提名區景麟博士、馮英偉先生、 劉詩韻女士、羅淑君女士、李大

拔教授、潘永祥博士及黃冠文先生續任董事會成員。另外，發展局局

長亦提名韋志成先生繼續以個人身分出任董事會成員，任期由零一七

年八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http://www.urfund.org.hk/files/Urban_Renewal_Trust_Fund_Audited_Financial_Statements_2014.pdf
http://www.urfund.org.hk/files/Urban_Renewal_Trust_Fund_Audited_Financial_Statements_2014.pdf
http://www.urfund.org.hk/files/Urban_Renewal_Trust_Fund_Audited_Financial_Statements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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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及委員會成員名單 

 
 
董事會 

 
主席 

梁祖彬教授, MH, JP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倪錫欽教授（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董事 

區景麟博士, MH 

陳炳釗博士, BBS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程美寶教授（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趙麗霞教授, MH, JP（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馮志強先生, SBS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符展成先生, JP（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馮柏棟資深大律師, BBS（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馮英偉先生 

何超平先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簡兆麟先生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劉詩韻女士, JP 

羅淑君女士, MH, JP 

李大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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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以華先生（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潘永祥博士, JP  

蔡永忠先生, BBS, JP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韋志成先生, GBS, JP 

黃冠文先生, BBS, MH, JP 

楊明悌先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余偉業先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審計委員會 

 
主席 

馮英偉先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蔡永忠先生, BBS, JP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成員 

區景麟博士, MH  

何超平先生（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黃冠文先生, MH,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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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委員會 

 
召集人 

羅淑君女士, MH, JP  

 

成員 

陳炳釗博士, BBS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劉詩韻女士, JP 

梁祖彬教授, MH, JP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止） 

韋志成先生, GBS, JP 

余偉業先生 （由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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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三期獲資助計劃簡介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資助金額:  約五百一十萬元             

小區濃情—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簡介 

葵涌是最多南亞裔人士聚居的地區之一。屏麗徑兩旁佈滿兩地文

化的小店 － 點心蒸籠的蒸氣和南亞咖哩的香料在空氣中融和得洽到好

處。富有南亞風味的奶茶和又大又甜的巴基斯坦芒果，中間夾雜著賣

中式點心的茶居，正正體現華人與南亞文化最日常不過卻深刻的交

流。 

本計劃以葵涌屏麗徑作為活化社區多元文化工作的主軸，活化旨

為社區注入活力，打破「葵涌＝工業」的想像。計劃從匯聚豐富南亞

元素的憩靜小街起步，發掘當中新知新趣，致力活化及傳揚區內華裔

與南亞文化共融的獨特色彩。 

進度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推行的「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

社區活化計劃 II」透過社區結網工作、屏麗徑美化工程的竣工、「葵

涌再想」跨文化社區活化徑的實踐，體現計劃為屏麗徑及葵涌所注入

的新活力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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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麗 Plus II」屏麗多元文化社區活化工程 及 「共融館 - Shabnam」 

成為本計劃的一大特色，為將被舊樓包圍的屏麗徑活化起來。從

剛開始日久失修的花槽佔據了整條街道，影響觀感亦不利使用，到後

來社區空間被大大開闊，雖然工作只佔三個月，但回憶起當中與各單

位的交涉過程實在不容易，確是有賴基金會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屏麗 Plus 社區活化工程」及共融館一系列的社區參與活動，傳

揚葵涌隱於工廈背後的跨文化底蘊，並透過已建立的多元伙伴網絡，

發展出一套甚具參考價值的活化社區先驅模型。此模式以「共融館」

作為計劃的中心，積極連繫居民及社區持份者，在多元意見中確立活

化葵涌區為彼此的共同目標，當中藉由重塑「屏麗徑休憩處」為具跨

文化特色的「多元文化小庭園」，居民與區外人士得以見證所提倡之

建議具體呈現於小徑的美化上、大家的參與不止步於觀望之態，還能

親身參與公共空間的營運、持續激發彼此對所居住的空間產生更廣闊

的想像，這正好體現本計劃「由下而上、軟硬兼並、煥然社區」的核

心活化理念。 

「葵涌.再想.想想想甚麼」系列活動 

通過一系列的展覽、工作坊及體驗團活動，例如：「Shaba!Shaba!

神奇彩色南亞」 展覽、屏麗節──「逛、學、食、玩」屏麗徑嘉年

華、「規劃．共融．生活－－葵涌社區遊」以及一系列以居民為本的

社區活動，讓參加者更能體會葵涌獨特的多元文化特色 ，當中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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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1675 人。本團隊期望透過一系列的工作，在「葵涌＝工廈」的框

架以外，建立更多無邊界想像，從而為社區帶來活化力量。 

「葵涌再想」跨文化社區活化徑 

葵涌蘊藏豐富的本地與南亞文化資源，『「葵涌再想」跨文化社

區活化徑』的建立旨在組織專業地區研究人員共同發掘及記錄區內具

歷史價值地標、本地及南亞特色場所與小店。與跨種族的街坊共同勾

劃活化徑的範圍的內容及範圍，並在最後印製實體及網上資訊地圖，

拍攝短片及舉辦文化分享活動如「屏麗學堂」等，為香港跨文化生活

留下珍貴紀錄。拼圖的重要一塊。本團隊將與思。網絡合作，開展地

區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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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工場 

資助金額: 約二百九十萬元 

「小店見學」新一代傳統技藝師傅培育及社區活化計劃 

簡介 

計劃旨在紀錄區內小店傳統技藝，化作藝歷架構，並將技藝進一

步深化應用於社區，提供機會予有興趣學習技藝人士，入門以作承傳

技藝，活化傳統技藝，並通過不同實踐方式，培育新一代的師傅。計

劃具系統地將傳統技藝及其相關之文化、歷史作紀錄，並化作學習課

程及「藝歷認證」，將技藝轉化作回饋建設及貢獻社區之用。 

 

進度 

計劃與一些老店及師傅合作，定期舉辦了不同類型的工作坊，包

括「小巴膠牌書寫工作坊」、「麻雀雕刻工作坊」、「木雕工作

坊」、「中文書法工作坊」、「繡花拖鞋鞋面設計工作坊」等，亦邀

請小店及技藝師傅紀錄，集結成書，並以不同形式向公眾展示技藝，

有助初學者掌握文字工藝、雕刻、刺繡、布藝等傳統技藝的基本知

識。計劃亦到不同機構或學校進行講座，主題亦環繞油尖旺區老店手

藝承傳，吸引在學年輕人認識本計劃。 

 

計劃在 REstore 舉行特備展覽或分享會，吸引未曾接觸本計劃人

士，或曾參觀人士再來。此外亦於香港書展、誠品等設立 Pop-up store 

向公眾示範傳統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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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功地連結油尖旺區老店的師傅，提供機會予有興趣學習技

藝的朋友，作技藝承傳，培育新一代的師傅，令珍貴的傳統技藝得以

活化和保育。 

 

 

 

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推廣學會 

資助金額: 約六十八萬元 

"舊鰂魚門區的中西炮台與筲箕灣社區歷史的關係及其防衛的重要性" 

保育社區大使 

簡介 

筲箕灣位處港島東面，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區。此區最早為客家

人聚居，當時主要發展開採石礦和漁業，在英國人登陸香港時，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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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相當的人口。筲箕灣不單擁有一個天然的避風港，更是軍事的戰

略據點。 

  

本計劃希望讓筲箕灣居民從認識更多舊鰂魚門區的炮台及其港口

防衛的重要性，並該區軍事歷史與筲箕灣社區歷史的關係開始，加深

對筲箕灣區今昔變遷的了解。本會更希望公眾透過舉辦的各類活動，

可以認識此區作為戰略據點的軍事歷史和發展，以及與防衛香港及與

筲箕灣社區的關係。 

  

進度 

本計劃為期兩年，舉行了多個公眾展覽、講座、導賞團、工作

坊，內容環繞以筲箕灣軍事戰略位置和歷史、軍人的口述歷史、漁業

發展、水上人生活、社區組織和節慶、特色小店及社區生活。另外，

結集多個筲箕灣街坊的生活故事和節慶紀錄，以出版「筲箕灣」社區

文化地圖、製作光碟和口述歷史小冊子，此等刊物會派發到區內中小

學校、圖書館及公眾，藉以向公眾分享筲箕灣昔日的軍事防衛歷史、

社區發展及生活故事。同時，我們培訓社區人士成為保育大使，向公

眾介紹社區的歷史、節慶和文化特色，重構筲箕灣區的社區形象和提

昇區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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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 

資助金額: 約五百九十萬元  

重‧塑西營盤-公共空間再生計劃 

 

簡介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與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獲市區更新文

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第三期資助支持，2017 年 6 月起開展《重

・塑西營盤—公共空間再生計劃》，並在 2018 年 3 月在西營盤常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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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一刻社區設計館》建立社區聚腳點，凝聚在地居民，促進發掘

地方資產與想像共同未來，營造社區內在動力去設計及見證社區好空

間的建造。 

 

中西區區議會陳捷貴議員在開幕禮上的致辭肯定了計劃在地區的

價值：「我認同這計劃的價值，是剛好為政府部門及區議會填補一個

政策空隙，將公共資源帶到屬於私人，而又供大眾共用的社區空間，

提升這些社區空間的質素，回應中西區休憩空間不足及人口老化等社

區需要。我認同只要是利益地區大眾的事，我們區議會定當支持。」 

進度 

計劃團隊已舉行多個工作坊、展覽、傳統花牌紮作、本地文化考

察、繪製社區地圖等接觸地方居民的活動，並恒常開放設計館以增加

社區接觸，經多月觀察與詢問坊眾，策劃團隊為設計方向歸納出五個

主要焦點範疇： 

一、促進社區共融 

二、培育生態環境 

三、尊重歷史文化 

四、促進年齡友善安全通達 

五、成為跨世代遊樂空間 

並總結以「尊重常豐里深厚歷史文化，令這裡成為氣象清新、老

少咸宜、坊眾和合，一家大小可安心遊樂的好地方。」為主體設計大

綱，作為與在地社群溝通的工具，具體帶出計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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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組織起「常豐里之友」居民小組。小組成員的投入，令工

作團隊掌握在地區居民對社區文化、生態與空間的期望，他們也開展

綠化常豐里的工作，令鄰近居民能具體見到計劃開展為這地方帶來的

正面影響。 

 

預計 2018 年第三季聘用專業建築顧問整理居民的設計意念成為

可執行的設計方案，並期望在第四季能獲地主法團批准動工並展開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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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資助金額: 約八百八十萬元 

「土瓜灣社區客廳」 

簡介 

土瓜灣作為一個舊區，近年來區內舊樓劏房，以及重建而成的新

樓宇，新舊街坊交替，而公共空間是社區上來自不同年齡、背景、階

層、種族都可以免費使用的實體空間，正好可以讓附近居民聚腳、交

流，長遠讓街坊建立社區網絡。而一個社區的公共空間就像一個家庭

的客廳，家人可以在客廳閑聊、聚會、玩遊戲等等，是增長感情的好

地方。 

「土瓜灣社區客廳」計劃就是希望發掘隱身於土瓜灣舊區中，一

些小型公共空間的可能性，並改善該公共空間的社區問題，透過跨專

業的協作，如社工、建築師、規劃師、藝術團體等，以不同的設計賦

予公共空間不同的功能和特色。同時，鼓勵街坊參與設計自己的社

區，共同活化土瓜灣舊區，設計出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透過「硬

件」改造，優化社區。 

 

進度 

計劃現正透過不同活動，與街坊一同發掘於土瓜灣區一些小型公

共空間的可能性，並期望及後能以小型美化或工程項目優化社區當中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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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共空間研究   

現正就社區公共空間的使用進行研究，並整理及分析收集得的資

料，製作土瓜灣公共空間地圖。 

 

鐵閘美化工作坊、小街俱製作工作坊、升級再造綠化裝置工作坊 

數個工作坊均與區內學生、街坊、店主一同創作，鼓勵大家一同

參與設計自己的社區。 

 

社區規劃參與設計工作坊  

與建築師合作，透過工作坊，訪問及觀察社區人士於公共空間的

互動，了解各界就公共空間的使用及優化的意見。 

 

社區規劃設計展覽  

2018 年 7 月會舉辦階段性展覽，將工作坊的成果、收集得的意見

整理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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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 

資助金額: 約一百五十萬元  

保存醫學遺產 活化香港社區 

 

簡介 

香港醫學博物館獲市區更新基金資助，舉行一連串以「保存醫學

遺產 活化香港社區」為題的文物保育及歷史活動，希望加深公眾對醫

學及保育文化遺產的認識。為期 18 個月的計劃於去年年底展開，多個

活動亦正密鑼緊鼓，分別有文化導賞團、互動戲劇及主題講座等，明

年更有大型主題嘉年華與民同樂，歡迎大眾參與。 

進度 

自去年 9 月起，我們推出了「醫學文化遊」、「博藝行者」及

「香港醫學博物館建築特色」導賞團，與大家穿巷過里重尋中上環的

歷史，欣賞中西合璧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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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也介紹了醫學歷史及常識、建築特色和文物

保育等主題，例如：「愛德華式建築」、「創意藝術‧精神健康」、

「香港民間建築之中式屋頂」、「客家泥磚建築特色及示範」、「醫

學裡的立體打印」等不同範疇的講座，引發參加者對促進健康和保護

文物的興趣。 

未來數月除了以上豐富內容，醫學博物館將聯同香港話劇團推出

全新以醫學為題材的話劇，將數十年香港鼠疫歷史濃縮為 50 分鐘小劇

場，在 15 間小學進行演出。透過觀賞話劇及互動分享，學習歷史變得

更有趣。非常期待各參與單位的精彩演出及歡迎大家繼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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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年度重點活動 

 
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於黃大仙、觀塘、港島區提供服務 

  
 

 

 
 

救世軍於油尖旺及深水埗區提供服務 

   

 

 

 

 

 

 



29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於九龍城: 春田街/祟志街提供服務 

  
 

 

 

救世軍於九龍城庇利街/榮光街提供服務 

  
 

 

 

聖雅各福群會於九龍城: 鴻福街/銀漢街及鴻福街/啟明街及榮光街提供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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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第四期資助計劃申請簡介會 

 

             基金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舉行的資助計劃申請簡介會向出席

者介紹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撥款機制及評審準則。獲第一、二期資

助機構亦分享了其受資助計劃。 

 

基金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舉行的資助計劃申請簡介會向出席

者介紹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撥款機制及評審準則。獲第一、二期資

助機構亦分享了其受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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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啟動禮 

福利協會及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七日下午，假香港聖公會

聖三一座堂聯合主辦啟動禮。 

 

其他 

 

董事會秘書黃錦文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獲邀出席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舉辦的「2017 年度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頒奬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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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基金資助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小區濃情－葵涌多元

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I」榮獲「十大卓越服務獎」。 

 

 

黃錦文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席香港聖公會聖匠堂

社區中心舉辦的「修繕竣工啟用典禮暨 50 周年金禧啟動禮」。 

 

 

黃錦文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席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的

「塑造土瓜灣—暨社區客廳啟動禮」禮作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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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實地考察獲資助計劃 

於 2018 年 1 月 25 日，董事會董事到了其中兩個獲資助的計劃 -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第二期)」以及聖公會福利協會的「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作

實地考察。 

「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第二期)」-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 聖公會福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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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倪錫欽教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日出席香港明愛舉辦

的《重・塑西營盤——公共空間再生計劃》暨《一刻社區設計館》計

劃開幕典禮作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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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基金秘書處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第 2 期 10 樓 1012 室 

電話 

3752 2723 

傳真 

3426 4643 

電郵 

urfund@urfun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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