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隊健兒以開心港鐵隊健兒以開心
豬造型出賽豬造型出賽。。

記者記者 蔡啟文攝蔡啟文攝

健兒扮開心豬戴假髮扒艇
大批市民昨在尖東海傍觀看賽事，有人更悉心打扮

為健兒吶喊打氣，現場氣氛高昂，不時有隊伍的支持
者歡呼叫口號。 「扮大賽」中每隊都費盡心思，港
鐵龍舟隊以開心豬造型打扮，惟由於 「身軀」太重，
賽事成績 「包尾」；香港女童軍龍舟隊則以動漫
《Spy X Family》角色 「安妮亞」穿黑袍戴粉紅假髮
扒艇，比賽獲得第二。而 「扮造型」冠軍是 「愛麗
絲夢遊仙境」作主題的會計師總會龍舟隊；亞軍是水
果造型的加拿大商會龍舟隊；季軍是 「陀B」造型的

自由龍龍舟隊。
全場重頭戲 「國際公開金盃賽」由特首李家超頒

獎，冠軍為中國福州長樂匯泉龍舟隊，亞軍是泰國
隊，季軍是香港顯利工程同慶龍。而 「國際混合金盃
賽」冠軍由中國新會泓達堂陳皮龍舟隊奪得。

香港隊獲灣區錦標賽第五名
11個大灣區城市均派隊出戰 「粵港澳大灣區錦標

賽」，冠亞季軍分別為珠海九江雙蒸龍舟隊、澳門代

表隊及廣州白雲人和龍舟隊，香港隊獲得第五名。九
江雙蒸女子龍舟隊同時奪得 「國際女子金盃賽」冠
軍。

今屆賽事，香港首與澳門攜手舉辦 「港澳盃」，六
支來自中國內地、泰國、菲律賓、澳洲、中國香港和
中國澳門隊伍參賽。他們分別出戰 22 日及 24 日的
「澳門國際龍舟賽」及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再

於25日舉行的 「港澳盃」決賽爭冠軍。最終，泰國
代表隊奪得冠軍；珠海九江雙蒸龍舟隊和澳門隊分別

奪得亞軍和季軍。
「香港錦標賽」冠軍為三木板門健兒，該隊是一班

來自香港各區各界熱愛龍舟人士組成，從事工程的隊
長姚乃文說： 「我們隊員30人，由16至58歲，都是
參加香港龍舟總會的興趣班開始接觸和愛上龍舟，目
前有一半人是香港龍舟隊隊員，今年已是連續第三屆
奪得這個獎項的冠軍，電影《逆流大叔》講出我們的
心聲，龍舟讓我們學懂什麼是堅持和團隊精神，也是
我們無償地犧牲私人時間長期訓練的原因。」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明霞報道：6月25日，參加
2023 港澳．浙江周活動的金華代表團到香港嗇色
園、元清閣考察，並就 「黃大仙文化交流合作意向

書」舉辦簽約儀式，達成合作意向。金華市委書記
朱重烈、義烏市委書記王健、雙龍風景旅遊區黨工
委書記陳峰齊、金華市政府副市長阮剛輝、嗇色園

黃大仙祠監院李耀
輝、嗇色園董事會
主席馬澤華等出席
活動。

金華是黃大仙故
里，是祖庭所在
地；香港是黃大仙
文化走向世界的知
名傳播地。據傳黃
大仙曾是一名牧
童，在浙江金華某
山中修煉得道成
仙，後被香港所尊
崇。這次考察簽訂
黃大仙文化交流合
作意向書，為進一
步增進文化認同、
共同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兩地開

始新的攜手努力。
自2003年以來，香港嗇色園、元清閣、儒釋道同

修會等宗教團體多次赴 「黃大仙故里」交流互訪、
尋根朝拜。至今，金華市已連續22年舉辦黃大仙文
化節，拍攝紀錄片《黃大仙仙探秘》，編印《華
夏名神——黃大仙》、《赤松黃大仙詩詞選輯》
等，兩地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不斷加強對黃大仙
文化的挖掘和傳承。

金華山作為黃大仙文化孕育之地，雙龍風景旅
遊區冠名了 「仙的金華山，妙意自然來」G99 次金
華文旅高鐵專列，相繼舉辦國際黃大仙文化旅遊
節、海外名校學子走進金華山、 「走霞客路‧續
大仙緣」港澳台學子走進金華山、 「兩岸四地百
宮」祈福迎新等活動，不斷加強與港澳信眾群體
的聯繫。

雙方就籌建 「世界黃大仙文化聯盟」達成初步共
識，並以金華 「黃初平（黃大仙）傳說」和香港
「黃大仙信俗」兩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基

礎，共同推進 「黃大仙（傳說與信俗）文化」世界
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工作，繼續將黃大仙文化這張
對外交往的金名片持續發揚光大，進一步守護並弘
揚好中華傳統 「善」文化。金華代表團到香港嗇色園及元清閣考察，雙方於黃大仙祠合照。 記者 馮俊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昨在社交平台表示，為制訂貼地的民生政策措
施，官員要親身走入群眾，通過與基層家庭傾談，
才能更了解他們所思所想。他昨早應 「愛．家基金
會」邀請出席 「食物援助送暖行動」，與 「愛．家
基金會」創會會長葛珮帆及陳勇、香港賽馬會公司
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和一眾義工，到美林上門探
訪長者，為他們帶來溫暖與祝福。

指官員要走入群眾了解民情
陳國基先探訪居於美桃樓的羅伯伯和羅婆婆。

羅伯伯說，希望樓下公園可建更多有蓋設施，方
便內長者即使在太陽高照或雨天時，仍可共聚
聊天。陳國基覺得這建議不錯，指會研究如何盡
快落實。

其後，陳國基到美楓樓探望邱伯伯和他的家人。
邱伯伯行動不便，靠輪椅出入，但因輪椅壞了無法
出門，希望有輪椅可借給他，能在輪椅維修期間繼
續出門。陳國基認為有關建議不難落實，只要在各
區購買一些輪椅，於有需要時便可借給市民使用。

陳國基表示，隨香港人口老化，單靠政府力量
當然不足，故他很感謝 「愛．家基金會」向基層家
庭的老友記送上關懷和支援。

香港金華共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務實有為 不負人民
高官專文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林世雄

不經不覺，運輸
及物流局快將成立
一年。筆者想就運

輸及物流局及轄下部門過去11個多月的工作
做一個小總結，鞭策自己和同事繼續奮鬥。

交通基建——鐵路
東涌線延線上月舉行了動工典禮，是本屆

政府首個動工的鐵路項目，預計於2029年年
底竣工。這個鐵路項目將增加東涌東及東涌
西兩個鐵路站。通車後，居民由東涌東往返
中環的車程可縮短21分鐘，東涌西前往尖沙
咀及中環的車程可縮短超過10分鐘。它除了
方便市民出行，也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未來，我們會繼續全速推展各個規劃中的
鐵路項目。其中，小蠔灣站、屯門南延線及
北環線古洞站會在今年相繼動工，預計於
2027年起陸續落成。

跨境鐵路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 「港深跨
界軌道基礎設施建設專班」推展各項目。其
中，我們與深圳當局已於今年首季就港深西
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展開次階段研究，
內容包括鐵路方案的規劃、初步工程可行
性、效益、環境影響，以及建設和營運安排
等，預計明年年中完成。

交通基建——道路
道路方面，去年 12 月將軍澳—藍田隧道

（將藍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開通，提
供新的道路往來將軍澳和觀塘以及東區海底
隧道，大幅改善將軍澳隧道的交通情況。此
外，政府於通車同日起豁免使用將軍澳隧道
的收費，方便市民出行。

因應新界西北發展所產生的交通需求，政
府正推展一系列項目，包括十一號幹線（元
朗至北大嶼山段）、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
屯門繞道和元朗公路（藍地至唐人新村段）
擴闊工程，以加強區內區外的連繫，進一步
加強交匯道路及區內道路網絡的承受能力，
增強周邊發展的連繫。繼十一號幹線的勘查
研究於2021年9月開展後，元朗公路（藍地
至唐人新村段）擴闊工程及青衣至大嶼山連
接路的勘查研究及詳細設計工作亦已分別於
2022年10月及2023年5月展開。我們會爭取
於2033年或之前分階段開通上述項目。

年初通關後，我們力協助航空業界恢復
香港的航空交通連繫，機場客運量目前已恢
復至疫情前的五成。為應付長遠交通需求，
香港機場管理局正按計劃積極推展三跑道系
統項目，以大幅提升機場客貨運能力。香港
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於去年 11 月 25 日正式啟

用，而整個三跑道系統目標於明年完成。
香港國際機場去年蟬聯全球最繁忙貨運機

場，三跑道系統將能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
樞紐的地位，並持續帶動香港及大灣區的人
流和物流。

政府在上星期果斷推出 「航空業輸入勞工
計劃」，藉以紓緩機場前線人手緊絀的情
況，加上利用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計劃」
和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對航空人才培訓加大力
度，支援讓航空業以至香港經濟整體的復蘇
步伐得以持續。

航空航運和物流
在發展航運服務方面，我們正積極落實一

系列稅務措施，旨在吸引高增值海運業機構
來港落戶。繼2020年立法會通過為船舶出租
商和海事保險業務分別提供稅務寬免及優惠
後，我們去年7月進一步取得立法會批准向
船舶代理商、船舶管理商和船舶經紀商，提
供利得稅半稅優惠（即稅率為8.25%）。

香港的船舶註冊廣受國際認可，以總噸位
計全球排行第四。香港註冊船舶在全球的港
口國監督扣留率甚低，2022 年的數字為
1.4%，低於全球的平均數（2.77%）。我們已
在海外和內地設立香港船舶註冊處區域支援
團隊，為船東提供快捷支援，吸引各地船東
將其具質素的船隊加入香港船舶註冊中。

機管局與東莞市政府今年 2 月簽署《關於
「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暨空側海空聯

運碼頭」項目的合作框架協議》，落實和促
進兩地之間 「海空貨物聯運」模式的長遠發
展。而東莞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亦在今年 4
月開始運行，這有助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內航
空貨物轉運服務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為推動高增值的現代物流發展，提升香港
作為國際物流樞紐的地位，我們已展開於去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有關制訂現代物流發
展行動綱領的工作，透過徵詢香港物流發展
局及業界的意見，結合物流業各界所長，攜
手制訂物流發展策略，目標於今年內訂出各
持份者應採取的短、中、長期策略和措施，
以鞏固香港現有優勢。

此外，《2023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
案》本周獲立法會通過，有關修訂在防止另
類吸煙產品流入本地市場的前提下，優化有
關另類吸煙產品的豁免及監管安排，以處理
由內地經香港國際機場聯運轉運到海外市場
的另類吸煙產品。

融入大灣區建設
市民翹首以盼的 「港車北上」已準備就

緒，蓄勢待發。截至6月20日，運輸署已收
到超過 2500 份申請。在完成兩地審批程序
後，便可預約由7月1日起以自駕方式經港珠
澳大橋到廣東作短期商務、探親或旅遊。

在中央及廣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下， 「港車北上」的申請程序得以大大簡
化。因應檢車需求殷切，經進一步商討後，
內地當局已大幅增加了 「港車北上」的專設
驗車名額。我們會繼續本着 「用好、管好大
橋」的原則，致力推行及落實新措施，進一
步提升大橋人流及車流量，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互聯互通，推動區內的發展和經濟融合。

高鐵香港段今年 1 月 15 日起陸續恢復服
務，至今已新增了8個站點，包括東莞南、
東莞、廣州東、常平、惠州北、河源東、贛
州西及勝芳，並會在7月1日起進一步增加3
個站點，包括成都東、樂山及宜賓西，令網
絡覆蓋更全面。我們和港鐵公司會繼續與內
地當局探討各項優化措施，包括提高短途乘
客行程安排的彈性、進一步增加班次及站點
數目等，為乘客帶來更便捷的體驗。

「智慧出行」
運輸署上月開始在青沙管制區、城門隧道

及獅子山隧道實施了 「易通行」不停車繳
費，令駕駛人士毋須繳交月費，都可以享用
不停車繳付隧道費的服務。雖然初期需時讓
公眾適應申請車輛貼的程序，但目前運輸署
已向登記車主發出超過 78 萬(約 95%領牌車
輛)張繳費貼。「易通行」服務是把香港構建成
為世界級智慧城市的其中一個重要里程碑。

《2022年道路交通（修訂）（自動駕駛車
輛）條例草案》上月獲立法會通過，讓自動
車可以在香港道路上更廣泛測試和使用，為
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提供更大的動力。我
們將於今年內提出《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
的初步建議，並在2024年內推展一些嶄新的
先導計劃，例如在香港國際機場 「航天走
廊」使用自動駕駛車輛。我們會在2025年公
布以構建可靠、安全、智能和環保高效運輸
系統為目標的運輸策略藍圖。

篇幅所限，還有不少工作和目標未能盡
錄。這一年的工作和挑戰全賴一班專業高
效、勇於擔當、善於作為的部門（包括運輸
署、路政署、海事處、民航處和土木工程拓
展署）及局的同事與筆者攜手並肩，全速推
動不同與運輸及物流相關的項目和政策。

未來工作的挑戰亦不少，但筆者十分有信
心，只要我們繼續以同心同德， 「務實有
為，不負人民」的態度來面對工作，必能克
服所有挑戰，取得成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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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上門探訪長者

昨9項32場賽事精彩上演

國際龍舟邀請賽國際龍舟邀請賽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停辦四

年的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昨在尖東海濱舉行
第二天賽事，雖然天氣炎熱，卻無阻大批市
民和遊客在星光大道圍觀，全日設九項、共
32場賽事，包括 「扮大賽」 、 「國際公
開金盃賽」 、 「香港錦標賽」 、 「港澳盃」
等， 「粵港澳大灣區錦標賽」 則由珠海九江
雙蒸龍舟隊奪得冠軍。

◀ 「國際公開金盃
賽」 冠亞季軍由李家超
（前排中）頒獎。

記者 蔡啟文攝

▶女童軍隊全員扮動
漫角色 「安妮亞」 。

記者 蔡啟文攝

時時時評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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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回顧本屆政
府上任一年來拼經濟的情況時指
出，儘管周邊環境難以管控，但本
地的建設正全力推動，香港仍以跨

周期視野推動發展，現時本港經濟發展
正面，處在持續努力、加速向前的階段。一

年來，在中央鼎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將 「愛國者治
港」落到實處，勇於擔當、務實有為，全力拼經濟、
拼發展、拼競爭力，向外說好香港故事，展現施政新
氣象，取得新進展。惟周邊因素對本港經濟帶來的挑
戰揮之不去，港府與社會各界仍須有緊迫感，要以只
爭朝夕的精神面貌，在持續加力拼經濟上下功夫，加
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推動香港由治及興，更
好增進民生福祉，爭取實現更大更好的高質量發展。

香港實現全面通關復常，正滿懷幹勁，加速度活起
來、動起來。在本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盛事活
動，陸續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首屆流行文化
節等，全力擦亮 「盛事之都」的招牌；並將 「香港歡
迎您」的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地，增強國際吸引力，吸
引了大量訪港遊客。同時通過送機票、派發優惠券，
推出 「開心香港」等大型活動，營造更多消費場景、
帶旺市面人流，給香港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向 「有為政府」和 「高效市
場」更好結合的方向邁進，全力搶企業搶人才；為本
港引入特別短缺的勞動力方面，也有突破性進展。引
人矚目的是，港府官員積極走出去，出訪內地和海
外。例如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中東，開拓經貿聯
動活力及市場機遇，高官亦密集到訪內地不同城市，
足並不限於北京或大灣區，加強聯繫，展現帶領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保持本港競爭力。

當前，香港的本地消費明顯回暖，在金融、創新科
技，以及其他現代服務業正在迅速復蘇。今年3月至
5月，本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就業不足率
維持1.2%。零售銷售價值的按年增幅由去年下半年
僅約1%，加快至今年首4個月近22%。固定投資在今
年首季亦按年實質增加了近 6%。香港經濟前景向
好，為下一階段發展奠定了穩健基礎。

當然，香港經濟復蘇仍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例如
出口方面，因全球供應鏈不斷受到政治干擾，歐洲經
濟情況欠佳以及美元匯率高企，本港出口已連跌五個
月，造成一定壓力。好在旅遊零售業仍有很大潛力可
挖，目前遊客數字僅回復至疫情前約一半，消費及旅
遊服務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過去一年，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業務亦取得很多突破性進展，如打造綠色金
融中心、加大引入家族辦公室力度、推出 「港幣—人
民幣雙櫃台模式」等，令產品更多樣化、資金來源更
多元，這些都是支撐香港經濟的有利因素。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發表七一重要講話，當中提出
希望香港 「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在國家大力支持之
下，各界齊心協力，相信能穩固經濟復蘇勢頭，不斷
強化發展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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