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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抵熱日曝曬 黃鴨變扁皮鴨
疑氣壓上升令「鴨皮」繃緊 主辦方「放氣」維修 遺「同伴」形單隻影

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創

作的黃色巨型橡皮鴨闊別香港10年，10日正式

「成雙」暢遊維港與粉絲們見面。大批市民頂着

炎熱天氣到場「追鴨」打卡，豈料展出半天，其

中一隻黃鴨疑難耐熱浪，氣壓上升使「鴨皮」繃

緊，主辦方檢查後決定「放氣」，以免出現潛在

風險。一眾粉絲親睹肥嘟嘟的巨鴨變「扁鴨」，

「鴨皮」漂浮海面，另一黃鴨則形單隻影。主辦

方表示， 被「放氣」的黃鴨已運回船廠維修，其

間仍有一隻黃鴨在維港暢泳。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祝佳慧

兩隻18米高的橡皮黃鴨10日在添馬公園及中西區海濱長
廊一帶暢泳，正式與香港市民見面。雖然上午有幾陣

驟雨，但無阻市民的「追鴨」熱情。不少家長帶同子女到場
打卡，有十年前曾與黃鴨「邂逅」的市民表示，「上次到港
展出一個月，今次只有兩星期，所以把握機會第一時間來拍
照。」

市民出盡法寶 捕捉黃鴨倩影
胖胖的黃鴨可愛又得意，令人療癒。有圍觀的市民表示：
「近年香港接連發生社會事件及疫情，社會氣氛不好，但看
到它們，人開心了好多。」為留住黃鴨的倩影，市民出盡法
寶，找最佳角度捕捉橡皮鴨的身影，並帶備不同道具與黃鴨
合照。
不過，10日下午1時50分左右，在「嘭」一聲巨響後，其

中一隻黃鴨開始慢慢漏氣，數秒後只剩「鴨皮」漂浮於海面
上，圍觀者紛紛跑到岸邊了解情況。 有市民說：「突然聽
到一聲巨響，隨即見到橡皮鴨緩緩洩氣倒下，工作人員在附
近檢查。」也有市民表示，「慶幸」在橡皮鴨「放氣」前拍
照。
也有不少市民因此而與「雙鴨」「緣慳一面」。有帶同子
女到中環海濱觀賞兩隻黃鴨的父母，途中得悉其中一隻已
「放氣」，「來遲一步！雖然可惜，但仲剩一隻黃鴨，都好
開心。」他們安慰子女下星期再來，希望到時見到兩隻黃鴨
的風采。有市民在黃鴨放氣後繼續興奮打卡，和「一巨一
扁」兩隻黃鴨合照，留下這次「突發事件」的記憶。

洩氣被拖走 復出暫無期
洩氣的黃鴨其後被拖走，只留下另一巨鴨形單影隻。主
辦方回應表示，工作人員10日下午1時，按程序進入其中
一隻橡皮鴨內例行檢查，懷疑因為天熱而令氣壓上升，
「鴨皮」繃緊，但維修船隻到場需時，因此決定鬆開接駁
縫線，即時為該隻黃鴨「放氣」，以避免出現潛在風險，
及安排船隻將橡皮鴨運回船廠修補，未知何時「復出」。
另一隻黃鴨則暫未發現任何異常情況，展覽將按計劃進
行。
一直關注工友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
雄，在其社交平台發帖上載了「扁鴨」的照片，意有所指地
說：「 黃色鴨子在酷暑下壓力太大（鴨梨山大），主辦方
決定放氣讓鴨子休息，這一點值得各方參考。」
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創作的兩隻黃色巨型橡皮鴨，將在
維港海面展出兩星期，是繼2013年相隔10年後橡皮鴨再度
訪港。這並非橡皮鴨第一次發生漏氣事故，當年在維多利
亞港展出期間，主辦方發現連接大黃鴨與浮床之間的繩索
損毀，因此暫停展覽以進行修復和加固。

兩隻巨型黃
色橡皮鴨「二變一」，難免令一眾
「追鴨族」失望。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

兆昇接受傳媒訪問時解釋，巨鴨所
使用的橡膠雖然有伸縮性，但始終

有極限，體積變化不能太大，當黃
鴨內氣體遇熱後、氣壓就會上升，
有可能破裂，一旦裂痕擴大，就有
爆開的危險，所以主辦方主動洩氣
是穩妥做法。
湯兆昇表示，10日天氣炎熱，吹

氣的黃鴨在曝曬下，表面吸熱，內
部空氣氣溫或較周圍更高，「曬燙
了，（內部空氣）就會熱過外
面。」由於黃鴨內的氣體遇熱後會
令氣壓上升，一旦出現任何裂口，
就有可能「爆開」。

他坦言，由於不了解黃鴨構造及
氣壓狀況，難推測爆開後對周遭的
影響或危險性，「但相信不會好像
氣球爆開如此 dramatic （戲劇
性），洩氣過程會比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專家：洩氣做法穩妥免爆開

◆大批市民頂着炎熱天氣到場「追鴨」。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有市民在室內與一眾「黃鴨」打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市民親睹巨鴨變「扁鴨」，仍無阻開心「打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特區政
府於今年3月推出恒常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資助企業聘請新畢業港青到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務
社及香港青年聯會早前獲香港勞工處委聘為
該計劃提供支援服務，並於10日舉行服務啟
動禮及就業主題講座。香港署理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何啟明為活動致辭時表示，支援服務
將為參加者提供完整生活配套，協助港青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體驗生活，又透露勞工處正
與廣東省人社廳溝通，希望盡快提供更多生
活津貼給參加者。
多位參加計劃的港青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期待支援服務能助他們融入內地生
活，拓闊眼界。
特區政府於2021年試行「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後，今年3月將該計劃恒常化。參加企
業須以不低於18,000港元月薪聘請2021年至
2023年大學畢業的港青，然後可向勞工處申
領每月1萬港元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獲
政府委聘的工聯會灣區社及香港青年聯會將
為參加者提供支援服務，包括資訊講座、認
識國情、研學交流、定期聚會、企業參觀等
活動，提供生活、緊急、情緒、法律等支
援，並設有內地支援熱線。

提供資訊講座研學交流等
在10日服務的啟動禮上，參加今次計劃的

27歲港青Fiona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自己看中大灣區內地城市在持續發展下機遇
不少，在看見特區政府推出有關計劃支持港
青到內地就業，覺得十分吸引，於是報名參
加，隨即收到多個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職
位邀請。她相信在有關支援下，自己定能透
過計劃累積工作經驗，拓闊眼界。
26歲港青豆豆表示，自己於2021年曾參加
特區政府試行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到
廣州工作半年，擔任媒介公關經理，負責策
劃活動，獲益良多，但時間太短，自己感覺

對內地的認識依然不足，故今年再次參加計
劃，希望更深入熟悉內地的生活資訊、人文
風情，嘗試在內地發展事業。
23歲港青Alan表示，自己於2021年在廣州

暨南大學畢業，讀書時亦在當地的互聯網公
司等實習，在當地有不少同學朋友，覺得在
內地工作的環境很不錯。他希望計劃不僅能
讓參加者得到一個到內地工作的機會，亦能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支援，助參加者融入內
地不同城市的生活，得到歸屬感。

以廣東話製短視頻講解資訊
工聯會灣區社總幹事曾志文透露，灣區社

未來會和廣東省人社廳合作提供不同支援，
包括以廣東話製作更多短視頻，講解與僱員
權益相關的內地法律等，方便港青理解。
香港青年聯會副秘書長王偉倫則表示，聯
會亦會與內地各青年組織聯合舉辦文娛社交
活動，助參加者認識內地朋友，更會組織舊
生會，凝聚聯繫，分享經驗。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在啟
動禮上致辭時表示，有志在大灣區內地城市

發展的港青可以透過計劃拓展事業，累積工
作經驗，建立人脈網絡，而港青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生活必然要經歷適應期，所以支援服
務會發揮同行者作用，為參加者提供全面支
援，包括認識國情、法律權益、職業適應、
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建議及協助，攜手同
行，共同應對不同挑戰。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鼓勵港青把握整
個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包括民青局會繼續擴
展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青年內地交流資
助計劃等，讓港青親身體驗國家發展大勢。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隨着選擇到內地

升學、就業的港青近年愈來愈多。工聯會灣
區社與工聯會內地6個諮詢中心一直致力為內
地港青提供全面有系統支援，對是次受委聘
提供支援服務深受鼓舞，定會以經驗及熱
誠，幫助港青把握機遇，貢獻國家。
香港青年聯會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毓偉表

示，大家會為參加計劃的港青提供多元化的
支援服務，既強化參加者的工作能力，亦有
助港青適應內地生活環境，拓展人脈，認清
未來發展方向，做好職涯規劃。

工聯會和青年聯會獲聘
支援「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參加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近日率領香港法律業界代表團訪
問廣州及深圳。他10日在社交平
台表示，律政司將繼續爭取將現
行「港資港法」措施由前海擴展
至深圳以至整個大灣區，允許民
商事合同一方為港資企業時，合
同各方可自由約定選用香港法律
作為合同的適用法；爭取在大灣
區內地九市實施「港資港仲裁」
措施，允許港資企業在無「涉外
因素」的情況下仍可以選擇香港
作為仲裁地。
林定國10日在社交平台發帖，

分享了他和法律界代表團9日的行
程。他們到訪了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國際商事法庭和深圳前海合作
區人民法院，分別與副庭長趙晉
山、副庭長劉崢，以及院長卞飛
領導的團隊會面、座談，並實地
參觀，體驗法院透過高新科技應
用，精簡程序安排，大大縮減案
件處理時間。
他們在會上探討涉港涉外的法

律查明服務及「港資港法」的現
有運作情況，以及進一步發展空
間，讓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更專
業、更便利。代表團成員就如何
鼓勵更多香港年輕法律界人士多
參與前海法院法律查明工作，及
「港資港法」仲裁案件，提出建
議，積極交流，討論氣氛熱烈。
10日上午，林定國參觀騰訊集團

位於深圳的總部，與騰訊研究院院

長司曉等代表進行座談，了解騰訊
在研發和應用創新科技方面的工
作。他表示，科技為各行各業創造
很多契機，透過優化系統、提升工
作效率、降低成本，讓寶貴的人力
花在產業鏈最有價值的工序上，但
不停步的科技發展同樣對包括法律
專業在內的行業帶來衝擊及法規治
理等挑戰。如何擁抱這場創新機
遇，相信是政府及社會需要共同應
對的議題。
「粵港澳大灣區近年在法治建

設速度及成績一日千里，靈活運
用法律科技更如虎添翼。」林定
國表示，香港固然坐擁獨特法治
優勢，在「一國兩制」下普通法
制度擁有寬廣的發展空間，香港
亦需要緊隨時代步伐，在科技應
用及與大灣區法律制度銜接、人
才對接方面，持續多下工夫。
他形容，是次訪問為日後進一
步合作做好溝通和鋪墊，希望與
香港法律界攜手，繼續深化與大
灣區法院、司法界及法律界的交
流，多看、多聽、多接觸，更準
確理解尤其是對涉港涉外法律服
務的需求，從而更準確制定及落
實具體措施，用好香港普通法制
度，更積極及主動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律政司非常樂意擔當
統籌配對的角色，讓法律專業人
士或團體與灣區的合作夥伴加深
認識，提供更廣闊的服務。
林定國結束 10日的行程後返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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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近日訪問廣州及深圳。 Fb圖片

◆工聯會10日舉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支援服務啟動禮及就業主題講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