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民眾樂享元旦假

雲南民族村佤族木鼓迎新年
元旦期間，雲南民族村舉行「佤族木鼓

節」系列活動，民眾在此體驗佤族節日習俗
以及民族文化，共同迎接新年的到來。圖為
遊客與佤族姑娘小夥一起拉木鼓。

滬跑友齊聚F1賽道慶元旦
2024年元旦，「蒸蒸日上」迎新跑在上

海國際賽車場鳴槍起跑。據悉，今年恰逢F1
中國站20周年，比賽將於4月重回上海。圖
為參賽者跑前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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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漁農業持續發展新契機

談
巷
議

街

劉韋瑋 資深傳媒人

政府公布《漁農業可持續
發展藍圖》，通過八大發展
範疇，為行業訂立可持續
發展路向，並就漁類養殖

和蔬菜產量等訂下量化目
標。除了加強對捕撈和養殖漁業

的支援，也會劃定「農業優先區」，
長遠保留優質農地作常耕用途，推動
農業現代化，並且引入都市農業的元
素等。
香港受制於土地面積和產業結

構，本地農產品一直只佔市場的一小
部分，而捕撈和養殖漁業近年也日漸
式微，加上受颱風、暴雨等極端天氣
侵襲日益頻繁，漁農業往往首當其

衝，行業人才流失情況嚴重，漁農業
作為產業的發展前景並不樂觀。過
去，本港當局一直以各種方式支援漁
農業發展，包括提出「新農業政
策」，在新界古洞南發展農業園，並
分別設立漁業和農業的持續發展基
金，協助業界升級轉型，但相關措施
僅以個別項目的形式推行，長遠成效
有限，也未能改變上述行業面對的根
本性難題。今次《藍圖》為漁農業的
整體發展提出了明確目標和策略，可
謂填補了多年來的政策空白。
隨着北部都會區發展進入實施階

段，漁農業作為過去區內的重要產業，
有關用地的未來路向自然受到關注。當

局有意聚焦保留優質的農地、魚塘和濕
地，革新產業技術，發展休閒漁農業等
輔助經濟活動，提升業界產值，同時釋
放價值較低的土地作發展用途，這個大
方向絕對值得肯定。雖然有意見認為，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將會「犧牲」傳統農
業。不過，從過往經驗可見，分散式、
低效益的傳統作業模式，本身已經難以
持續，而單單聚焦保留漁農業用地的面
積，也不能維繫漁農業的生存。當局應
加強與業界持份者溝通，為落實《藍
圖》制訂更具體的措施，盡快就農地發
展、興建農用構築物等的相關法例拆牆
鬆綁，才能為漁農業開拓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

12月2日，來自吉隆坡的航班AK168平穩落地，首批享受該政策的54名馬
來西亞籍旅客陸續步入南寧吳圩國際機場口
岸邊檢大廳。旅客們紛紛表示入境手續更加
便捷了，以後將常來中國，暢享美景美食。
廣西廣中國際旅行社工作人員告訴記

者，免簽入境政策出台以來，通過這項政策
來華旅遊的馬來西亞遊客非常多，「在得知
中國對馬來西亞免簽以後，很多人都想來中
國旅遊，他們想看看雲南大理、麗江，也想
看看桂林、南寧。」這位工作人員介紹，為
了迎接越來越多的免簽入境遊客，旅行社也
調整出遊路線，帶遊客體驗民族村、南寧夜
市，再坐大巴去桂林，「這樣體驗更豐富，
旅客也不用太辛勞。」
在雲南，記者從昆明邊檢站獲悉，自

政策實施一個月以來，昆明邊檢站共為1.5

萬餘名符合條件旅客辦理了免簽入境手續，
環比上升352%。其中，馬來西亞籍旅客人數
最多，佔比96.54%，大多為旅遊團成員。
雲南蒂朗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負責人

李貴文介紹，從他們近期接團的情況來看，
馬來西亞的團量比以前翻了一倍，而且從未
來的情況來看，下半年已經超過了3,000
位。李貴文說，比如馬來西亞原來到雲南旅
遊，簽證時間需要15天左右，這個政策實

施之後，節省不少成本，是非常有利於入境
旅遊發展的一個政策。「可以說如果能實施
免簽的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中國的入境旅
遊人數，希望這個政策能對更多的東南亞國
家實施」，李貴文說。

北京口岸1.2萬餘人次免簽入境

此外，入境免簽政策實施一個月來，
北京口岸共有12,000餘人次相關國家人員
通過免簽入境中國。
2023年12月24日13時20分許，羅馬

至北京的航班安全落地北京首都機場三號航
站樓。近270名旅客陸續抵達入境大廳，在
執勤移民管理警察引導下，有序排隊候檢。
前往北京進行商務活動的意大利籍旅

客托馬斯，是本架次航班的常客。免簽政策
對他和同事們是極大利好，他說：「我們不
必每次提前一個月辦理中國簽證了，省時省
力省錢。」
第一時間預定中國機票的德國旅客馬

克西姆說：「伴隨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中
國一定能吸引更多全球遊客。」

綜合新華社報道，國家移民管
理局1月1日統計，自2023年12月
1日中國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
蘭、西班牙、馬來西亞等6國持普通
護照人員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實施
以來，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
述6國來華人員共計21.4萬人次，
較11月份環比上升28.5%，其中持
普通護照免簽入境共計 11.8 萬人
次，佔同期 6 國入境總人次的
55.1%。從入境事由來看，持普通護
照免簽入境人員中，來華觀光休閒
和從事商務活動人員共計9.1萬人
次，佔比77.3%。伴隨該項政策，
廣西南寧口岸迎來了大批入境遊
客。南寧邊檢站數據顯示，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共驗放外國人入
境旅遊團121個，近2,800人次，最
多一天有6個旅遊團同時出入境。

多地口岸迎大批團客 業界讚新政利入境遊發展
6國免簽首月 超11萬人次受惠 1月1日，國產首艘大型郵輪

「愛達．魔都號」正式從上海吳淞
口國際郵輪港啟航，開啟商業運
營。傍晚時分，3千多名來自國內
外的首航乘客登船完畢，「愛達．
魔都號」鳴笛啟航。船員與首航客
人向岸邊揮手致意，共同開啟7天
6晚到訪韓國濟州、日本福岡和長
崎等地的郵輪之旅。
雖然郵輪離港時間是傍晚時

分，但乘客們的登船從一早就開始
了。早上8點半，記者就在VIP室
遇到了首航的首位乘客馮女士一
家。馮女士夫妻二人早在2014年
就曾在歐洲乘坐過郵輪，郵輪旅行
的獨特體驗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
象，奈何那時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大
型郵輪。「2019年是一個特別的年
份，當時我們的小朋友出生了，同
年的10月份，我們的國產大郵輪
開建了，所以當時我們家人就約定
一定要帶小朋友來乘坐我們的國產
大郵輪。」馮女士告訴記者，去年
得知國產首艘大型郵輪將在2024
年首航後便懷着激動的心情購買了
船票。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也早

早自費購買了船票，和閨蜜共赴首
航之旅。一直關注大國重器的她激
動地表示，一直沒機會乘坐C919

出遊，但這次能趕上國產首艘大型郵輪的首
航也是很激動。「我還帶了馬面裙，買好了
小零食，準備和閨蜜在房間的超大陽台上好
好吹吹海風，拍拍照。」她同時透露，春秋
旅遊早已完成2024年的郵輪產品切艙，其
中「愛達．魔都號」的佔比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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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6國單方面免簽政策實施以來，
入境昆明的旅客明顯增多。

■在大理旅遊的馬來西亞遊客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