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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轄下的香港藝術館一直深受市民及旅客歡
迎，自2019年翻新後重開以來，入場人數屢創新
高，昨日迎來第200萬名參觀者。為紀念這特別時
刻，藝術館預備了特別的紀念品，由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局長楊潤雄送上，並由香港藝術館總館長
莫家詠親自導賞，介紹展覽。

日本小柳太太首次參訪
第200萬名訪客是來自日本東京的小柳太太，她

和丈夫曾多次來香港旅行，疫情後相隔3年再度訪
港，今次是首度到訪香港藝術館。他們都是藝術
愛好者，對中國書法特別感興趣。

香港藝術館表示，自疫情緩和恢復通關後，入
場人次屢創新高，疫後首個 「五一黃金周」期
間，於4月30日錄得8500入場人次；7月1日香港
特區成立紀念日更錄得超過1.6萬入場人次，創下
重開以來單日最高入場人次紀錄。館方將再接再
厲，履行使命，擔當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協助
香港發揮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下作為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為悼念保衛香港
而捐軀的抗日英烈，由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
游擊戰士聯誼會」主辦、西貢民政事務處贊助的 「紀
念抗日英烈謁碑日」儀式昨日舉行。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副局長梁宏正、西貢民政事務專員曾俊文、中央駐
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聯絡局副局長王文獻、中聯辦新
界工作部副處長杜世華、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新
界社團聯會理事長譚鎮國，以及39個團體出席。主
辦單位表示，要發揚愛國愛港情懷，堅持 「一國兩
制」，建設美好家園，與全國人民一起實現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以告慰英靈。

西貢斬竹灣碑園舉行儀式
「紀念抗日英烈謁碑日」儀式昨日在西貢斬竹灣烈

士碑園舉行。儀式前，由社區應急輔助隊升起國旗，
奏唱國歌，眾人默哀一分鐘。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
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副會長黃小抗致辭表示，今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8
周年。82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侵佔
香港，香港淪陷後，香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中國共產黨領導東江游擊隊毅然挺進香港，成立以香

港民眾為主體的 「港九獨立大隊」，帶領廣
大香港民眾奮起抗戰、保衛家園。

黃小抗指出，在香港淪陷的3年8個月時間
裏，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唯一一支成建
制武裝抗日的軍隊。在艱苦抗戰中，有不少
游擊隊員和民眾英勇犧牲了，為保衛家園獻
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

黃小抗續指，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指出，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波瀾壯
闊百年奮鬥史，記載香港同胞作出的獨特
而重要的貢獻。他說，一直以來，香港同胞
始終與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 「我們懷
尊敬之心，緬懷抗日英烈。我們要繼承先
烈的遺志，發揚愛國愛港情懷，堅持 『一國
兩制』，建設美好家園，與全國人民一起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告慰英靈。」

老戰士冀青年勿忘歷史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

長、88歲老戰士林珍表示，今次活動反應熱烈，反
映歷史記憶薪火相傳，永不停步。她期望學校、青少

年可以廣泛、深入地了解歷史。
另一名90歲老戰士劉炳安表示，不會忘記歷史，

同時希望下一代亦不要遺忘。
有份參與儀式的小一學生譚同學表示，今次活動很

有意義，又說自己從學校學習到當年的歷史，會紀念
老戰士。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自香港與內地
全面通關以來，每日經陸路口岸出入境的人次不斷
攀升。港鐵公司將於明日推出 「靈活行」，容許往
來香港西九龍及深圳福田站的短途乘客免費改票 3
次，讓旅客更有彈性地安排行程。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林世雄昨日在網誌表示，留意到不少市民和議員
都對有關安排表示歡迎，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實施
情況，港鐵公司也會連同內地有關單位探討優化空
間。

林世雄：致力優化便利旅客
林世雄表示，全面通關以來，每日經陸路口岸出

入境的人次不斷攀升，由2月初的40多萬人次至上周
末的超過80萬人次，數目將近翻了一番。因應香港
和內地人員流動日益頻繁，當局已要求公共交通營
辦商密切留意各口岸的人流及實際情況，特別是在
周末和長假期前後，按需要調整班次，疏導人潮。
同時，當局亦致力從制度入手，優化各項政策和措
施，便利市民和旅客往來。

林世雄介紹，在新安排下，往返香港西九龍站與

福田站的乘客可以因應個人需要，透過手機應用程
式、自助售票機或車站票務櫃位等不同渠道，更改
車票以轉乘同一天來往西九龍與福田站的指定車次
最多3次，費用全免。此外，港鐵公司於往返西九龍
站與福田站的指定車次推出 「無預留座位」（企
位），減低乘客因 「無位」而未能成功更改票的情
況。

錯過原定班次可一小時內改票
林世雄說， 「靈活行」現階段只可由往返西九龍

站與福田站的車次（包括福田作為中途站的班
次），改乘38班指定的班次（以西九龍站及福田站
為始發/終點站的車次，不包括以福田為中途站的班
次）。乘客如錯過了原定班次，可透過 「靈活行」
轉乘其他前往西九龍或福田站的列車，但不能遲於
原定班次開車後1小時，亦不能遲於改乘列車開車前
的15分鐘。

林世雄提到，除了鐵路人流，貨物的互聯互通亦
不斷深化。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跨境貨物轉運站
（澳門口岸轉運站）本周初開始投入運作，共有20

個貨車泊位，全日24小時運作，突破港澳跨境貨運
一直以來主要依靠海運的模式。

香港貨車可經大橋到澳門口岸轉運站交收貨物，
並可同時將澳門輸港的貨物運送回港；而澳門貨車
經大橋來港後可前往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物流設施
交收貨物，並可同時將香港輸澳的貨物運送回澳
門。香港貨車經大橋前往澳門口岸轉運站裝卸貨
物，將獲免除澳門商業稅務登記及澳門行車稅；而
司機亦毋須申領澳門駕駛執照。每日香港貨車赴澳
上限初期訂為約400架次。

批害群之馬令的士業蒙羞
另外，近日有內地旅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被的士拒

載、濫收車資等經歷。林世雄昨日出席一個活動時
表示，這些害群之馬，不單令的士行業蒙羞，亦敗
壞香港在旅客心目中的形象，強調政府將打擊的士
濫收車資及拒載等不法行為。同時，當局也會加強
在景點，包括蘭桂坊和山頂纜車站等宣傳，他提醒
旅客應留意的士收費準則，有需要可保留收據，以
便執法部門跟進。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啟
德新區於未來將有多項大型設施包括公
私營房屋、郵輪碼頭、啟德醫院、水上
活動中心及體育園設施等陸續完成興
建，新區將湧現大量人流及車流，對社
區的交通需求量將大增。民建聯昨日舉
辦 「九龍中．東運輸及規劃建議—觀塘
．啟德交通連接論壇 2023」活動，邀請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發展局起動
九龍東專員張綺薇、民建聯主席李慧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民政署以及居
民代表參與，為九龍中及九龍東的未來
運輸及規劃，集思廣益，共議可行的發
展方案。

200居民出席論壇反映意見
李慧致辭表示，政府正展開施政報

告諮詢，她感謝林世雄親自帶隊聆聽街
坊與專家的意見，期望他能把市民意見帶回給行政長
官，令未來公布的施政報告可包括九龍中及東的運輸
及規劃建議藍圖。

她提到，在九龍中、九龍東所處的啟德，市民對
集體運輸系統的渴求已多次反映，而近日熱話的啟
德郵輪碼頭的接駁，再一次證明捷運系統的迫切性。
她說，九龍東集體運輸計劃涵蓋的範圍可以進一步延

長優化，因為現時涵蓋地段太少，因此希望九龍東延
線能進一步延長至油塘，同時解決慈雲山的交通問
題。

昨日約有200名啟德區居民報名出席活動，他們均
積極反映意見。其中，有市民反映啟德區人口逐漸增
加，惟交通配套未追得上發展步伐，巴士、小巴現時
班次有限，滿足不到區內龐大需求，再加上未來體育

園區大型場館落成，以及跑道區各大型
屋苑入伙，相信捷運系統可長遠解決未
來交通接駁點。另有居民認為政府雖然
投放巨額資源發展郵輪碼頭，但沒有完
整交通安排，予人 「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的感覺，不只影響香港旅遊形象，
也浪費郵輪碼頭空間及設施。

促請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
民建聯促請政府制訂時間表及路線

圖，解決啟德對外交通的問題。因應政
府早前宣布以 「高架無軌捷運系統」取
代在《鐵路發展策略2014》所建議興建
的 「東九龍線」，民建聯亦建議另一
「捷運」走線，以服務啟德至觀塘一

帶，中途站包括：體育館、都會公園、
跑道休閒區、郵輪碼頭站，並與現有港
鐵啟德站和觀塘碼頭接駁，完善啟德區

交通規劃。
林世雄回應時強調，解決地區交通問題一直是局方

和屬下部門的基本責任。他提到，鐵路發展策略
2014提出東九龍線，但由於地勢等原因，令重鐵方
案不太可行。他說，現屆政府以 「多元組合」模式發
展啟德交通，但他認為需要不斷檢視和完善，提升可
持續性。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郵輪 「海洋光
譜號」早前訪港，期間有旅客長時間在啟德郵輪碼
頭等候交通工具，引起社會關注，政府隨即加強交
通配套。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電台
節目表示，當局會總結經驗，為本周六再次抵港的
「海洋光譜號」做好準備，已要求碼頭營運商與郵

輪公司加強溝通，預先了解乘客在港行程，準備多
個預案及足夠交通工具；碼頭營運商要留意實際情
況，一旦出現多人等車的情況，便通知郵輪公司不
要再讓旅客下船，可以安排旅客分批下船。

坦言交通配套問題影響形象
楊潤雄坦言，事件對旅遊服務或形象有影響，強

調當局已即時介入，星期三和前日的情況已大有改
善。當局將總結經驗，下星期相關部門討論後會整
體考慮跟進。

此外，楊潤雄提到，上月訪港旅客達 360 萬人
次，相信旅遊業會逐步向好發展，只要多加宣傳，
有信心復蘇會持續，也不怕與其他地方競爭。他
說，香港一直是開放型經濟，不論與內地、東南亞
城市等都會競爭，然而各地給予旅客的旅遊經驗不
同，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多加宣傳，香港可吸引
很多旅客。他續說，當局會舉辦更多大型盛事、設
計更多不同路線，吸引旅客。

民建聯獻策觀塘啟德交通連接

紀念抗日英烈謁碑日告慰先烈

楊潤雄：做好準備
迎海洋光譜號重臨

香港藝術館迎來
第200萬名訪客

新田科技城規劃即將開始
深港合作發展佔地87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區 「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連同面積達627公頃新田科技城，
當中300公頃為創新科技園區，將是北部都會區乃至

香港未來的創科重鎮。孫東表示， 「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的規劃已接近完成，部分海內
外龍頭企業已表達興趣，與政府共建大樓及
基建發展，政府亦租出部分單位供中小型創
科企業發展；至於新田科技城創科發展規劃
也即將開始，希望收地工作順利，不影響創
科發展進程，目標為香港經濟提供新增長

點，以及大量就業機會。
政府去年底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專責引進世

界各地具代表性、高潛力的重點企業。孫東透露，已
接觸130間創科企業，其中25間具代表性的企業，已
經或準備落戶香港，不少是市值或估值過百億元，主

要來自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領域，它們普遍計劃數
年內在港投資過億元及招聘數十至過百人才。對於吸
引龍頭企業來港，因為需要覓大量土地供發展存在困
難，目前會先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吸引無需要大幅土
地發展的企業來港。

研究以現金補貼吸引企業來港
他又透露，政府正研究除投資企業外，或以現金補

貼吸引企業來港。他指，在內地、新加坡及很多歐美
國家都會以真金白銀補貼重點企業，但香港長期無相
關補貼文化，現時科學園本身已有類似計劃，政府正
在研究，有意先從科學園開始，再考慮擴大範圍。

此外，美國將限制對中國半導體等高科技投資，包
括港澳地區。孫東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及反對，批評有
關做法是無理的措施，禁令可能會短期影響香港在相
關領域的海外投資，並對特區吸引人才、資金及企業
帶來困難。但他強調本港的創科發展有多元資金來
源，相信只要香港鞏固自身國際化，利用背靠國家優
勢，香港創科發展的長遠願景不受影響。

港需盡快建立自身創科體系
孫東認為，本港要盡快建立自身的創科體系，禁令

不會影響香港創科發展的浪潮，及世界 「東升西降」
的發展趨勢，形容是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香港創科策略將繼續根據自身情況及國家所需發展，
不受外界影響，只要發展做得越好，其他國家就會
「沉不住氣」，希望繼續創造和平友好的營商環境，

將加強與海外溝通。
他表示，續注意到本港的學術氛圍受到影響，部分

大學教授到海外開會時，申請簽證受到限制，影響人
員交流。孫東表示，政府正針對大學科研及人才投放
資源，並創造蓬勃創科生態環境、友善的人才政策及
生活環境，期望將前線科技人才，由目前的5萬人增
加至10萬人以上。

孫東：打造香港未來創科重鎮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規劃近完成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全力發展創新科技，政府計劃在

北部都會區打造創新科技園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透露，落
馬洲河套區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的規劃已近尾聲，而新田科技城的規劃
亦將開始，希望收地工作順利。他透露，已接觸130間創科企業，其中25
間具代表性的企業，已經或準備落戶香港，不少是市值或估值過百億元，
計劃數年內在港投資過億元及招聘人才。此外，孫東又批評美國限制對中
國投資高科技，強調本港要盡快建立自身的創科體系。

孫東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後接受傳媒訪問。 商台圖片

民建聯昨日舉辦 「九龍中．東運輸及規劃建議—觀塘．啟德交通連接論壇
2023」 ，共議可行發展方案。 記者 崔俊良攝

文體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左二)向香港藝術館
第200萬名訪客小柳太太(右二)送上紀念品。

「紀念抗日英烈謁碑日」 儀式昨日在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
舉行。 記者 馮俊文攝

高鐵「靈活行」明推出 各方讚具彈性

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右)親自向小柳太太
介紹展覽。 政府新聞處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