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星小輪4月3日起加價

根據天星小輪向政府提交的文件，天星小輪去年2
月已提交加價申請，要求提高兩條專營航線、即 「中
環—尖沙咀」及 「灣仔—尖沙咀」航線每程票價，成
人、小童及殘疾人士票價將較現時加價一倍，其中尖
沙咀至中環的航線，成人上層單程票價加價3.2元，
即新票價是6.4元，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的票價更
達8.4元。同時，又取消長者免費乘船優惠，改以計
劃申請政府 「2元優惠計劃」。

平均加幅約為五成半
受疫情影響，天星小輪近年累計虧損已超越其總資

產。由2018年開始錄得虧損，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去
年租金收入較2018年跌兩成，廣告收入跌半成，加上
營運成本上升，2021年共虧蝕超過3722萬元，累計虧
損超越總資產，要靠債務維持專營航線的服務。天星
小輪對上一次申請加價是在2019年，上次新票價在前
年2月生效。

政府發言人說： 「天星小輪自1898年起提供過海渡
輪服務，是本港重要標記。近年，天星小輪的乘客量

呈下跌趨勢，加上
受新冠疫情影響，
旅客乘客量跌幅加
劇。天星小輪服務
表 現 一 向 令 人 滿
意，即使面對嚴峻
的財務狀況，天星
小輪仍積極提升服
務水平及推行多項
環保措施。政府會繼續鼓勵天星小輪透過多管齊下方
式，從票價水平、非票務收入，以及政府的支援等方
面，改善其長遠的財務可行性，以繼續為市民和旅客
提供優質的服務，亦為香港保留這個滿載回憶的歷史
標記。」

議員促拓非票務收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天星小輪原申請加

價一倍，但結果未能如願，不過他相信行會今次的決
定，應已充分考慮和平衡了社會各方意見。他認為，

加價只能短期紓緩公司的財政壓力；事實上，市民普
遍對公共交通大幅加價有較負面印象，擔心加價可能
減少了客源，結果便適得其反。

陳恒鑌認為，由於天星小輪是香港的重要旅遊資
源，也是世界知名的旅遊項目之一，特區政府除了批
准加價以紓緩公司的財政壓力外，也應積極支援該公
司拓展非票務收入，例如透過資助翻新碼頭，提升碼
頭電力配套，引入更多不同餐廳商舖等，使碼頭成為
旅客及本地居民欣賞維港勝地，才能增強天星小輪可
持續發展能力。

【香港商報訊】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領導的 「推
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昨日舉行首次會議。小組
成員在會議上聚焦討論如何加強向外推廣香港在新
發展階段下的新潛力和新機遇，以及整體的宣傳策
略和計劃，當中包括各 「香港隊」夥伴機構在本
地、內地和海外的推廣計劃、年內舉辦的各項大型
盛事和活動，以及媒體推廣計劃等。

聚焦加強推廣本港新機遇
陳茂波說： 「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階段，也正

穩步踏上復常之路，專責小組工作的正式開展，標
誌特區政府以及整個香港團隊正式推動相關工
作，積極主動向世界展示我們真正的實力，說好香
港優勢。感謝專責小組的各位成員，特別是非官方
成員，他們都是在相關業界極具資歷的翹楚，在今
日的會議上出謀獻策，給予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必定會讓我們海內外推
廣工作更到位、更切合實際目標，以及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品牌和形象。」

「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於上周成立，成員
包括不同界別的傑出人士、 「香港隊」夥伴機構，
以及政府官員，主要就整體推廣香港優勢的策略，
以及一系列面向海外和內地的推廣計劃和活動，向
政府提供意見，並透過各 「香港隊」夥伴機構和成
員的通力合作，說好香港優勢。

推廣港新優勢小組
昨首次召開會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政府昨日推出
全新網頁（www.hygieneblackspots.gov.hk），透過網
上地圖列出全港各區逾700個衛生黑點，供市民對
比有關黑點在政府清理行動前後的情況，讓市民見
證及監察 「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的成效，並提
高計劃的透明度。

市民可在網頁回饋意見舉報
市民可按區瀏覽衛生黑點或直接在地圖上輸入地

點進行查閱。公眾可在網頁回饋意見，舉報 「復
發」個案或新出現的黑點，協助政府鞏固有關計劃
得來不易的清潔成果。新舉報的黑點經相關部門查
證屬實後，會被加入計劃的黑點名單。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 「改善香港的環境衛生
是一項移風易俗的龐大工程。我們必須喚起社會的
注意，借助公眾參與的力量，進一步加強對計劃成
效的監察，動員市民在行為、監察上支持政府打擊
衛生黑點的工作，提升社會保持城市清潔的自覺，
運動的成效才能持久。」

卓永興感謝各前線部門在加強轄下地方的清潔和
執法行動的努力，積極配合 「地區事項統籌工作
組」的行動模式，並在過去數月做出不俗的成績。
然而，政府不會因此而怠惰。在未來幾年，當局一
定繼續打擊衛生黑點，潔淨、巡查和執法的力度，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他也懇請市民積極及全面加
入支持政府打擊衛生黑點的工作，攜手建立一個恆
久潔淨亮麗的城市、一個宜居自豪的共同家園。

政府推網頁供監察
打擊衛生黑點成效

成人平日票價加至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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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近年累計虧
蝕超過7000萬元的天星小輪，去年申請加價一
倍。行政會議昨日通過加價申請，惟未有按申請
「加足」 ，其中尖沙咀至中環及灣仔的航線，平

日票價由3.2元加至5元，加幅為56%，周末及公
眾假期由4.2元加至6.5元，加幅約55%，新票價
今年4月3日生效。預料加價後，天星有望在一兩
年後達致收支平衡。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教聯會昨日公布
一項調查顯示，受出生率下跌等因素影響，幼稚園普
遍出現學生流失情況，近九成受訪幼稚園預期，2023/
24年度的收生情況不樂觀。教聯會促請政府正視幼教
界面對的困境，加大資助協助業界渡過難關。

調查於去年12月進行，兩星期內收到近230間幼稚
園回應。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開辦半日班的受訪
幼稚園表示，相比 2021 年少了 24%學生，七成六全
日制學校更減少了兩成六學生。

逾七成受訪幼稚園反映，收生人數減少是因為學
校所在地區出生率下跌，亦有過半受訪幼稚園反
映，學生受新冠疫情影響而退學。現時幼稚園正進
行2023/24年度收生，大部分幼稚園對收生持不樂觀

態度，只有5%受訪幼稚園預計來年收生人數不會減
少甚至會低位回升。

建議提供特別津貼
面對收生不足，逾六成學校學費維持不變，反映

校方未因經營困難而加收學費；只有四成幼稚園成
功申請增加學費，但學費的增幅未能達至目標水
平。此外，預計來年還有52%幼稚園需要裁減教師，
42%幼稚園需要凍薪，幼師的失業情況令人關注。

教聯會希望特區政府正視幼教界面對的困境，並
提出數項建議，包括提供一次性特別津貼、即時調
高每名學童的單位資助額20%、放寬申請增加學費的
門檻等措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今年中學文
憑試(DSE)筆試於4月底開考。香港考評局昨日公
布，今年報考人數達 50820 人，較去年增加約
1.5%，這也是自2014年以來首次回升。

報考者當中，學校考生有逾4.3萬人，自修生約
7700人。報考組合方面，68.4%學校考生報考 「4+
2」組合，即除了四個核心科目，再加報兩個選修
科目；有145人挑戰報考 「4+4」組合，將有機會
成為 「超級狀元」的考生。

數 據 顯 示 ， 約 九 成 考 生 報 考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和兩至三個選修科。甲類選修科目中以生物

科 最 多 人 報 考 ， 有 1.23 萬 人 ， 其 次 是 經 濟 和
化學。

最後一屆通識科開考
至於乙類應用學習科目就有4300多人報考，按

年增加超過兩成，最多人報考西式食品製作；而丙
類其他語言科目報考人數，也按年增加約一成，最
多人報考日語。

由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正取代通識教育科，今年
將會是最後一屆開考通識教育科，共約有4.4萬人
報考。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有44年歷史的
深水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俗稱 「棚仔」）昨日關
閉，以騰出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食環署發言人表
示，隨 「棚仔」關閉，選擇繼續經營的合資格布販
今日起遷往鄰近的食環署新場地，做到無縫交接。

騰出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
新場地位於早前已停運並翻新過的通州街臨時街

市第一至三座，共53個攤檔。去年16名合資格布販
參加食環署安排的圍內競投，全部成交，檔位月租
由765元起，平均約1800元。除圍內競投外，另有
12個攤檔是於去年12月初的街市攤檔公開競投中成
功租出，租戶將於5月1日起陸續遷入。街市內尚餘
的攤檔將於2月7日公開競投。

新場地距離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只有約300至400
米，鄰近區內其他布匹相關行業聚集的基隆街、南
昌街等。場內設有洗手間，並配備防火系統及風扇
等通風設施，附近亦設上落貨停車場。新場地的場
內設施、攤檔面積和周邊配套明顯較現時擁擠的臨
時小販市場為佳。食環署發言人表示，已為將遷往
新場地的布販提供適切協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政府公布 「簡約
公屋」八個選址，合共提供三萬個 「簡約公屋」單
位。房屋局昨日再交代細節，指項目總造價264.4億
元，較最初預算壓縮9.5億元。房屋局解釋稱，造價
下調的原因包括：優化工地及地基工程方案、減去再
生能源設施，只提供節能裝置，及減少單位內的設
備。

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顯示，第一批 「簡約公
屋」項目分別位於元朗攸壆路、屯門第3A區、牛頭
角彩興路和啟德世運道，共提供1.7萬個單位；第二
批項目分別位於上水蓮塘尾、屯門第54區、柴灣常安
街和小欖樂安排，涉及 1.3 萬伙。全部預算費用約
264.4億元，較原先估算減少9.5億元。

維修保養開支料有限
房屋局消息人士透露， 「簡約公屋」項目營運費用

約25億元，相關費用並不計算在是次申請撥款的開支

中，屬於日常管理、維修保養的開支。當局相信，以
組裝合成法建成的 「簡約公屋」，維修保養費用不
大，部分組件日後拆卸後亦可重用。

在申請編配方面，當局會主動發信邀請輪候公屋三
年以上的市民申請，符合資格市民若拒絕編配較偏遠
單位，仍可等待下次編配其他心儀單位。消息人士又
指，由於 「簡約公屋」並不是將所有項目一次過推
出，故市民需要逐次申請。消息人士稱，選擇入住
「簡約公屋」的人士，將不會再獲發輪候公屋現金津

貼，初步估計五年共可節省最多20億元的現金津貼支
出。

強調選址不影響原先規劃
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表示，歡迎及同意

政府選擇啟德用地興建 「簡約公屋」，但認為區內只
有兩個港鐵站，擔心能否容納人流，甚至塞爆該區。
房屋局消息人士回應稱，啟德世運道選址很近港鐵

站，附近亦有數十條巴士線，形容承載量綽綽有餘，
項目亦不會提供泊車位，汽車流量增幅很細，認為不
擔心交通擠塞問題。

對於有居民及區議員反對在啟德世運道選址，消息
人士稱，重視相關持份者意見，強調 「簡約公屋」的
建造，不影響用地原先規劃和長遠用途，亦不延誤原
先發展時間表；又解釋選址遠離現有住宅區，例如南
面為車站廣場，相隔超過140米才有其他住宅，西面
亦有龍津石橋保育廊，形容是當區最理想和合適的選
址。

當局對改建隔離營態度開放
另外，有建議將社區隔離設施改建為 「簡約公

屋」，消息人士表示部分設施用地由私人發展商借
出，須適時交還；至於政府土地，當局會持開放態
度，但由於部分隔離設施並非獨立洗手間設計，當局
仍要考慮個別設施是否適合。

【香港商報
訊】記者戴合
聲報道：據衛
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網頁顯示，本港昨日新增361宗化驗所核酸檢測
陽性個案，亦有15宗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死亡個案。目
前，本港已取消新冠確診隔離令，因此確診者並不需
要上報，特區政府因此也在通報數字時特別注明，數
字不代表全港所有新冠病毒個案。

食肆遇確診者會勸其外賣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緯昨早在一個電台節目

表示，取消新冠確診者隔離安排後，一旦有食肆員工
確診，因無病徵而未能取得病假紙，僱主應建議相關
員工放年假休息，以免傳染其他員工或食客。如果有
食客進入食肆前聲稱自己染疫，員工會建議有關人士
買外賣；若食客堅持堂食，就只能盡量安排其在較少
客人的位置，而不能拒絕食客入內。

徐汶緯又指，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後，農曆新年
生意有增長，因絕大部分市民的防疫心態都較放鬆，
例如用膳期間去洗手間，可能會忘記戴口罩。不過，
他稱由於當局日前才取消隔離令，因此過去一段時
間，遊客生意未見顯著增多，只佔整體生意額不足
5%。

深水「棚仔」關閉
16戶布販遷新場地

飲食業稱確診員工宜放假DSE考生自2014年來首回升

房屋局：多措助降簡約公屋造價

近九成幼園收生不足 教聯盼當局支援

行會通過天星小輪加價申請，兩條航線成人平日票價將加至5元。 資料圖片

教聯促局方支援幼教界渡過是次難關。

具有44年歷史的 「棚仔」 昨日停止營運。
記者 馮瀚文攝

將軍澳137區發展 議員關注交通配套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立法會發展事務

委員會昨日開會，當中討論到重新規劃將軍澳一幅儲
存公眾填料用地。據政府文件指出，現時填海工程逐
步吸納該幅土地的填料，故可重新規劃。該土地佔地
80公頃，料可發展成以房屋用途為主的新社區，可提
供約50000個單位。有議員關注當區交通安排；亦有
議員希望盡快安置該土地的厭惡性設施，包括公眾填
料轉運設施等。

料可發展新社區約建五萬戶
據政府提交的文件顯示，將軍澳第137區位於將軍澳

創新園以南，為一幅具規模的已平整土地，佔地約80

公頃。當中大部分的土地現時用作臨時填料庫，貯存
公眾填料，供填海時重用。隨預期出現的填海工程
逐步吸納將軍澳第137區的公眾填料，當局認為應把握
此契機，重新規劃將軍澳第137區，以善用土地。

文件指出，將軍澳第137區將會發展為一個以房屋
用途為主的新社區，提供約 50000 個房屋單位。另
外，當局已檢視並物色合適的地點以容納現時位於將
軍澳第137區的公共設施以及其他服務有關區域和需
設置於臨海位置的公共設施。

冀盡快安置該處厭惡性設施
工聯會兩位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鄧家彪就此動議議

案，指為完善交通網絡，實現雙向循環，從而紓緩現
有道路及鐵路的負擔，促請政府落實在將軍澳137區
接駁至港島東之間興建第四條過海隧道，以道路及鐵
路方式分別連接東區走廊及港島線；並將該過海隧道
納入運輸及物流局《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
略性研究》。

立法會議員林素蔚則關注公眾填料轉運設施、
混凝土配料廠、建築廢料處理設施、廢物轉運
站、海上垃圾收集站等設施的重置。她說居民都
反映過，對於上述的厭惡性設施安置於將軍澳感
不滿，希望當局在今次重新規劃時，將設施安置
到其他地點。

2023年2月2日 星期四

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