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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碼上看

杭州亞運周六開幕
金牌賽事日曆請收藏

掃碼睇文

國慶黃金周運輸下周開啟
廣深往潮汕等車票緊俏

掃碼睇圖文

希望確保市民有瓦遮頭
昨日，特首再度開啟落區之旅，到元朗與基層市民

交流，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
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等一併參與。

李家超在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胡天祐陪同下，首先探
訪了一個房基層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居住和培
養孩子方面所面對的問題。

事後，李家超向記者表示，該四口之家居於100多
平方呎的房，環境逼仄狹窄，平日兩姊弟做功課溫
習的空間，既是煮食及吃飯的位置，又是掛晾衣服的
地方；之前打風黑雨期間，廁所更曾漏水致家中水
浸，這樣細小和惡劣的生活環境，不但令人難受，更
影響子女的學習和成長；這樣的家庭熱切期待盡快
「上樓」。
李家超希望在房屋問題上做到 「加快、加深、做

廣」，確保市民有瓦遮頭。他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
興建 「簡約公屋」，目標是 「在未來5年興建約3萬個
簡約公屋單位」，主要提供予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

上的申請者，更以家庭申請者優先，增加好像上述這
類基層房戶上樓的機會；希望善用社會資源，幫助
更多弱勢及基層家庭改善生活環境，為下一代創造更
多機會，讓他們能向上流和實現自己的夢想，創造出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防止衛生黑點「翻發」
接，李家超一行巡視元朗衛生黑點。他稱，在卓

永興統籌和指導之下，看到如新街的一些店舖阻街和
衛生黑點的問題已大大改善；亦看到有些照片，在行
動之前道路阻滯，而今可以保持道路暢通，而且馬路
整潔有明顯進步。

李家超又說，街坊對在不同治理方面都給予支持，
並鼓勵政府繼續工作，他已要求卓永興帶領的工作
組，繼續保持類似元朗新街這類衛生黑點的清潔狀
況，防止問題 「翻發」，同時積極處理其他環境衛生
及地區管理問題，將地區難題逐一擊破。

地區事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隨後，一行人來到酒樓 「搭」與市民交流，了解

他們日常生活及對政府施政的想法。
李家超隨後於社交媒體表示，很高興和街坊聊天，

與大家 「搭台」 「飲啖茶」。酒樓內非常熱鬧，不少
街坊表示，隨社會復常，大家都可以和親朋好友開
心暢敘。街坊覺得近年元朗的衛生環境、市容和公共
設施都有明顯改善，認同政府相關工作。不過，街坊
亦提出一些地區民生問題，例如部分衛生黑點尚待解
決，希望政府力應對。部分街坊也就住屋、教育和
交通等全港性議題表達了心聲和意見。李家超也很清
晰地告訴市民，任何地區事情都 「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繼續反映。他又稱，元朗很
快會成立 「關愛隊」， 「關愛隊」可更了解地區，市
民對 「關愛隊」也相對熟識，屆時地區問題可更快反
映，讓政府盡快處理。

當天，有媒體問到紅山半島引發的僭建、違規霸佔
官地問題，李家超回應指，僭建是存在於社會的問
題，全港有44000多幢私人樓宇，政府要務實處理，基
於投訴或其他收集到的資料，根據安全風險、按優先
次序處理不同僭建物；如有違法情況將依法檢控，復
原工作期間如有需要也會追究民事或費用上的責任。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發表最新民意調查
結果，受訪基層市民對政府表現普遍
有正面評價。當中，逾六成市民認為
政府過去一年扶貧工作做得好，近六成
認同政府在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的
工作，亦有超過六成受訪者表示政府做
到了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此外，
最多受訪者期望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可
處理土地及房屋議題。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昨舉行記者會公
布上述結果。是次網上問卷調查於8月
16 日至 9 月 11 日進行，共訪到 644 位
受訪者。對政府過去一年各政策目標
的表現，扶貧工作方面，六成多（62.7%）人認為非
常好或頗好，三成多（37.3%）認為頗差或非常差。
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近六成（58.5%）認為非
常好或頗好，四成多（41.5%）認為頗差或非常差。
提 升 市 民 健 康 及 改 善 醫 療 服 務 方 面 ， 近 六 成
（58.1%）認為非常好或頗好，四成多（41.9%）認為
頗 差 或 非 常 差 。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方 面 ， 近 七 成
（68.0%）認為非常好或頗好，三成多（32%）認為
頗 差 或 非 常 差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方 面 ， 六 成 多
（62.9%）認為非常好或頗好，三成半（37.1%）認為
頗 差 或 非 常 差 。 加 強 勞 工 保 障 方 面 ， 近 六 成

（59.8%）認為非常好或頗好，四成多（40.2%）認為
頗 差 或 非 常 差 。 照 顧 弱 勢 社 群 方 面 ， 五 成 多
（53.7%）認為非常好或頗好，四成多（46.3%）認為
頗差或非常差。

逾六成（60.4%）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管治班子頗
能夠或非常能夠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最多受訪者（67.1%）希望
當局先處理土地及房屋，其後分別是醫療服務
（39.9%）、教育資源（36.2%）、弱勢社群照顧
（34.9%）、貧富差距（30.3%）、社會福利服務
（29.5%）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特區政府全
力谷旺 「夜經濟」之際，深圳方面推出便利港人
消費的措施。對此，行政長官李家超昨表示，要
理性及務實看待港人北上趨勢， 「香港夜繽紛」
計劃是 「長期工程」，要下功夫才能改變市民生
活習慣，亦相信本港商界在 「諗橋」、靈活應
對、創新方面有信心。

深圳市政府日前推出便利港人北上消費措施，
包括鼓勵全市商戶向持有回鄉證的港澳居民推出
預約和積分等服務，提供便利港人閱讀的餐牌頁
面和操作指南等。昨日，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時
表示，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提下，鼓勵和促
進兩地人文交流很正常。在 「一小時生活圈」
下，大灣區城市可以做到互利共贏。要理性及務
實看待港人北上消費的趨勢，同時亦要強化本地
吸引力、加強務實宣傳。他又強調，很多海外和
內地旅客都覺得香港具吸引力，例如生態旅遊或
文化歷史路線等，都應進一步加強發展，營造香
港特色。

對於剛啟動的 「香港夜繽紛」計劃，李家超指
這是 「長期工程」，要下功夫才能改變市民在疫
情3年所形成的生活習慣；他亦相信港人能夠靈
活應對，亦 「好有橋」，只要各界投入精力、經
驗、智慧，再配合投放資源和宣傳，香港就會大
有作為。

業界冀兩地市場加強合作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於電台節目表示，

港深兩地市場各有千秋、非零和遊戲，雙方可加
強合作。他指出，兩地正常通關後，每逢周末就
會有逾20萬人北上消費，並已成趨勢，對本地餐
飲、零售業構成挑戰；但他亦稱，雖然本港餐飲
界受租金、人工及食材等成本限制，未必能以廉
價取勝，但勝在質量較佳，亦有很多特色食品，
相信仍能吸引市民旅客留港消費。

同一節目中，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認為，本港應借鑒大灣區周邊城市做法，加強發
展經濟動能，尤其在推動夜經濟發展時，簡化夜
間商戶擺賣的牌照發放要求，讓更多表演者、文
創小店，以至小食檔能於晚間擺賣。他強調，各
地市場均有自身特色及優勢，例如本港是免稅
港，大部分產品都免稅並且是正貨，可令遊客更
有信心。

另外，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兼立法會議員霍啟
剛稱，政府近期大力推動 「夜經濟」，當中亦融
入體育元素，這是好的開頭。他強調，整體體育
發展與 「夜經濟」息息相關，例如本港舉行7人
欖球賽時，比賽結束後觀眾會轉到銅鑼灣一帶繼
續消費，政府可針對性地爭取更多國際大型賽事
落戶。

特首落區特首落區察民情聽民意察民情聽民意

李家超：務實看待港人北上消費 調查：逾六成市民肯定政府扶貧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發表最新民意調查結果。 記者 馮俊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
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就
新一份施政報告諮詢市民意
見，昨日到元朗與市民交流，
先探訪房家庭，再視察衛生
黑點，之後在一間酒樓與眾多
茶客傾偈。其間，李家超提到
希望有 「簡約公屋」 加上各類
房屋，可縮短市民 「等上樓」
時間；對衛生黑點，他強調要
繼續保持清潔狀況，並防止問
題 「翻發」 ；一眾茶客都認同
政府處理地區事務方面有成
績，給予正面評價，而他清晰
表明將以 「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 」 的態度持續做好地區工
作。

施政報告 諮詢

李家超一行探訪 「房」 基層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在元朗一家茶樓，李家超與市民交流。 政府新聞處昨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到訪元朗區就新一份施政報告聽取市民意見。

探房家庭 與街坊飲茶

S1

19 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