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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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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進國際不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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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香港是以中西美食成
為美食之都，以中國餐飲吸引
西方遊客，以國際餐飲吸引內地

旅客。在中西交匯之地，取中西兩
方之利。可惜，近年因地產旺盛，金融興
起，餐飲處所成本上升，經營不易。另一方
面，社會裏中產階級下流化，大眾需求趨於
低端。在店租與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不少食
肆不是經營不下去，便是偷工減料，不顧質
量來苟且維生。香港美食或許還保有一些高
檔名店，但整體水準趨於下降。而在此時，
內地餐飲突飛猛進。一段時期，不少內地食
肆來港擴張，可抵受不了店租人工的成本，
紛紛撤離。而最新的發展是港人北上消費。
消費的不盡是全國或地方上的名店，更多的
是眾多的中小食肆，追求的是高性價比和小
店的地方特色。

香港本地居民北上消費，反映香港的
美食對港人及內地旅客失去吸引力。香港
的國際美食如泰、越、日韓，乃至美式速

食，在中國內地開放以來，已在內地扎根
了，香港沒有優勢。而國際遊客來港近期
減少，今後內地進一步開放，來香港倒不
如到內地品嘗更多地方特色，性價比優越
的中式美食。現在是海外港人回港後同樣
北上消費。下一步是國際旅客北上，或許
還經香港，香港暫可分一杯羹，卻不是以
往的香港獨佔了。

香港美食優勢大跌，對旅遊業會是大
打擊，應及早為計，扭轉劣勢。中式美
食，香港是沒法與深圳、廣州等的銳意進
取相競爭。一是成本主要是店租人工；二
是種類。港式美食主要是粵菜、但海外川
菜等正興起，香港沒有發展的基礎。

西方飲食，香港還有一點優勢，但要
精美質量來吸引內地中產，可性價比仍然
是競爭重點。香港要做的是引進國際不同
的美食系統，以新異、價錢不貴來吸引內
地的大眾客，改變過往只是英美法意為主
的缺多樣化。

張趙凱渝難忘應對極端天氣 團隊展現新思維

民政撤離長者 警車助送軟餐

回望過去一年，香港走出疫情、積極投
身疫後重建，民政事務總署的工作集

結了這段經歷的關鍵「剪影」。去年年頭
兩地逐步恢復正常通關，民政總署幫助市
民處理「健康申明卡」，協助市民做檢
測；香港回歸紀念日、國慶節、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代表團訪港、「開心香港」、
「日夜都繽紛」等豐富多樣的活動中，亦
有民政總署的功勞。
在張趙凱渝看來，過去一年最大的重

頭戲，一個是建立400多支關愛隊，一個是
重塑區議會，這些舉措為地區治理揭開新
篇章。她用「創」字形容過去一年，認為
「創」有「新」的意思，「我們去年就做
了很多創新的東西，也有進步的思維。」
她分享一則去年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

故事，這則故事則正正展現了團隊「走快
一步、走前一步」的新思維。

張趙凱渝憶述，去年9月初，香港10
天內遭遇兩次極端天氣威脅。她當時與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副局長梁宏
正一起到沙頭角，了解兩間曾經在颱風天
遭遇水浸的安老院。到達後，他們了解到
縱使當時北區民政事務處已在附近安排了
臨時庇護中心，但一些老人家依然不願意
搬離安老院。

為長者排憂解難 換暖心回饋

張趙凱渝說，大家捕捉到老人對餐食
的擔心，「所以當時大家想過很多個方
案，最終我們專員就找了北區醫院做一些
軟餐給他們吃，也找了警察用警車將這些
軟餐送去臨時庇護中心給老人家吃，因為
當時其實已經什麼車都沒有了。」她說，
這樣的互相合作不止是政府部門與部門之
間，鄉事委員會、村民亦參與這些服務工

作。世紀暴雨時，民政總署與社會福利署為
庇護中心的二百多位市民準備三餐，也是做
到「很合拍、很快速」。
政府團隊不分你我、發自真心的主動

作為，換來長者的暖心回饋。「第二天再
去找他們（安老院長者），還有幫他們過
去院舍的時候，他們都很多話題談的，會
問我們『你們冷不冷？你們吃飯了沒
有？』」張趙凱渝說，長者的回應令到團
隊明白到：「其實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做法
是幫助他們，他們開心。這都是我們做的
工夫想得到的回應。」
新的一年，張趙凱渝希望總署的工作在

「創」的基礎上做到「實」，包括用好區議
會這個「創」出來的新制度，關愛隊亦要陸
續做更多探訪和活動，包括在日常家訪中，
協助識別獨老、雙老及照顧者轉介給有關單
位等，為市民提供愈來愈多貼心服務。

從做好疫後工作到落實地區活動，從
日常民生服務到應對極端天氣，從成立關
愛隊到重塑區議會……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張趙凱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
時，用「創」字形容過去一年的這些工
作，意指總署用創新思維打造新制度、尋
找新方法。團隊在工作中用「走快一步、
走前一步」的新思維，在應對極端天氣等
不同事件中，主動把服務送到有需要市民
身邊，誠心的服務亦換來市民暖心的問
候。龍年將至，她希望總署新一年能做到
「實」，要扎實用好新制度、為民做實
事，更好地踐行「民政幫到你」的理念。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外案，昨踏
入第二十四日審訊。控方從犯證人、
《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沛敏昨繼續作
供。據陳沛敏的供詞，在修例風波期
間，黎智英「好着緊」上街「抗爭」人
數，2019年6月9日遊行前，黎智英下
令訪問參與「聯署」的學生，借此鼓動
更多學生上街。後來即使香港特區政府
決定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工作，但黎
智英仍指令文宣要升級，下令設法再催
谷當年的7月1日遊行，並免費派發特
刊，陳沛敏同意該特刊標題用字有「反
政府」含意。

訂立標題考慮黎意見

控方展示2019年6月3日，黎智英
發給陳沛敏的訊息指：「我們應該找些
『聯署』學生訪問，『激發』其他學生6
．9出來……」、「主要訪問他們不是針

對『師兄』『師姐』，而是『激發』其
他學生出來……」陳沛敏確認自己有叫
同事跟進。
控方又展示《蘋果》2019年6月15

日頭版標題「惡法擬暫緩但不撤 遊行
前夕 林鄭緩兵 明天照上街」。控方
問，黎智英與此標題有沒有關係？陳認
為有，因訂立標題有考慮黎的意見。
控方提及 2019 年 7 月 1 日，《蘋

果》隨報附送的《逆權六月》特刊。被
問到為何特輯名稱使用「逆權」字眼，
陳沛敏指：「因為要概括 6 月（2019
年）發生咗兩個好大型嘅遊行，兩次遊
行都係反對政府措施或者舉措，唔想用
『反政府』咁直接，『逆權』比較文藝
啲、概括啲。」法官杜麗冰問到是否意
指反對政府，陳同意。法官李運騰關注
當時由誰決定刊印特刊，陳回答稱：
「唔記得最初邊個提呢個構思啦，當然
我同意啦！」

陳沛敏揭黎智英催谷學生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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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下午親自
主持解說會，向外國駐港領事、外
國商會和本地主要商會代表講解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的內
容，並解答問題。參會的代表逾百
人，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出席解說會。李家超昨見
傳媒時表示，這次立法正是為了確
保香港的營商和投資環境安全和穩
定，繼續使香港成為一個具吸引
力、有競爭力的國際城市。
李家超昨表示，他見到多個不

同界別的組織，包括本港多個商
會，都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更有指出，嚴謹
而合情合理的法律基礎是穩定香港
社會和營商環境、保護企業權益的
制勝之道。
林定國昨表示，此次會面時間超

出原定的一個小時，各位參加會面的
人士都有充分機會表達他們的關切
點，行政長官亦很有誠意、很努力地
釐清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今時今
日為止，無聽到任何人話不支持立
法，所有香港市民，包括外國朋友都
充分理解香港有憲制責任，呢方面係
非常一致」。
與會者較為關注「國家秘密」和

「境外干預」，鄧炳強表示，特區政
府特別花多些時間跟大家解釋這兩個

罪行的定義和規管範圍。與會者聽了解說後都
表示清楚理解到第二十三條立法對一般經營生
意的人不會有影響，對社會大眾更不會有影
響，只會影響那些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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