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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在本周三
（28日）發表，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預告新一份預
算案的封面為「晨曦色」，表示是反
映對未來一年的期盼，並預期香港背
靠國家下，今年經濟會逐步改善，但
直言特區政府面對財赤問題，故運用
公共資源時需要聚焦和有效益。
陳茂波在網誌感謝各界在預算案

諮詢期間，給政府提出很多寶貴意
見，讓他們更好了解大家當前最關心
的問題。對於部分意見希望特區政府
繼續「派糖」，為巿民提供紓困措
施，陳茂波早前已一再表明未必一如
以往般有消費券等措施。他指出，由
於外圍仍然複雜多變，且地緣政治局
勢持續緊張，利率高企，不明朗不確
定因素交織，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力
度。不過，他強調無論如何，國家經
濟穩步發展，對香港的支持堅實，令
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地位和功能獨
特，背靠國家、聯通世界，是香港最
大的底氣，故要把機遇化為成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

財赤下政府「派糖」必然不及以往
「爽快」，但是建議政府派發在指定
時間使用的「日夜繽紛消費券」及
「地區商戶消費券」，間接讓巿民留
港消費，聚焦刺激經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提

到，由於疫情期間通過政府百分百擔
保優惠貸款計劃，向銀行大幅借貸，
目前正是還款期，但大部分中小型企
業經營困難，期望政府可讓企業未來
一年只還息不還本及延長還款期，令
企業能夠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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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昨以「在官邸與『老友記』共
度元宵佳節」為題，在社交平台發

帖表示，正月十五元宵節是人月兩團圓的
好日子，他當日特意邀請了約40名屬於
雙老或獨老家庭的「老友記」、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孫玉菡、東華三院主席韋浩文和
行政總監蘇祐安到其官邸，共慶佳節。他
亦安排了「共創明『Teen』校友會」學員
組成「小義工隊」，貼身照顧各位「老友
記」，將愛和關懷傳遞開去。
他又說，各位「老友記」老當益壯、

精靈過人，與他們遊官邸、猜燈謎、享用
茶點，更合唱懷舊金曲，大家不亦樂乎。
「共創明『Teen』校友會」小義工也不負
所託，悉心關懷各位「老友記」，充分體
現長幼共融，令他非常欣慰。

司長邀慶元宵「老友記」齊「集郵」

一眾「老友記」特別對其官邸所種

的古樹「紅皮糙果茶」，以及去年有4條
新寶寶鯉魚誕生的魚池感興趣，更排隊
與他「集郵」。陳國基說：「有『老友
記』對我說，平時只能在電視上見到
我，現在可以與我『零距離』合照，感
到非常驚喜，日後可向朋友『炫耀』一
下，確實讓我有點受寵若驚！」
陳國基鼓勵這些「老友記」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化身成另類的「關愛
隊」，多關心左鄰右里的獨居長者，
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再協助他們向
特區政府或社福機構提出，政府一定
會作出支援。
他續指，香港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

今時今日的國際大都會，實在有賴社會
上各位「老友記」的付出和貢獻。本屆
特區政府致力完善對「老友記」的照
顧，包括委派「關愛隊」主動上門探
訪，親身了解和回應他們所需。政府會

繼續全力凝聚18區「關愛隊」、區議
會等地區治理夥伴的資源和力量，加強
地區支援網絡，更好發揚敬老、愛老、
助老精神，務求令各位「老友記」老有
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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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7千次家居支援服務 陳國基籲長者關愛獨居同儕
關愛隊探訪4萬戶扶老助困

全港 18 區逾 450 支「關愛
隊」去年9月全面啟動，成為服務
社區強勁的新力量。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昨在社交平台透露，截至
今年1月底，「關愛隊」已探訪近
4萬戶長者及其他基層家庭，並提
供約 7,000 次簡單家居和支援服
務，將好事、實事做到群眾的心
坎上。前日是正月十五元宵節，
他更特意邀請約40名屬於雙老或
獨老家庭的「老友記」到其官邸
共慶佳節。他鼓勵「老友記」可
在日常生活中化身成另類「關愛
隊」，多關心左鄰右里的獨居長
者，看看有何需要，再協助向政
府或社福機構提出，承諾政府一
定會作出支援。

■一眾「老友記」對陳國基官邸的鯉魚池
十分感興趣。 陳國基Fb圖片

■陳國基邀請一批「老友記」到他的官邸共慶元宵節。 陳國基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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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巴上陣 追趕綠色運輸大趨勢
全港首輛雙層氫能巴士昨日首航，標

誌着香港首次有氫能車輛在路面載客行
駛。香港近年在綠色運輸方面有不少新進
展，但仍有許多障礙等待突破，特區政府
和各持份者必須持之以恒，增加綠色能源
車輛的佔比，並在能源設施、維修保養提
供更多配套，使香港的綠色運輸建設能夠
追趕上世界普遍水平。
首輛載客行走的氫巴屬城巴擁有，

行駛往來長沙灣和啟德的20號線。乘客
對氫巴印象普遍良好，除了環保外，也
有人稱讚新巴士穩定、安靜、空調夠，
對新能源巴士的推廣而言，這無疑是莫

大鼓舞。城巴指，未來會再購入5輛雙
層電能巴士及5輛氫能巴士，比較兩者
效能，再決定日後新能源巴士在車隊各
佔比例。事實上，不管是電能還是氫
能，使用不排放廢氣的交通工具，已是
全球應付氣候暖化的共識，也是世界潮
流所趨。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早
在2017年就實現公共巴士全面純電動
化，屬全球首例。截至2022年底，深
圳共在900多條公共巴士線路投入了純
電動巴士15,896輛，年均節約34.5萬
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5.3
萬噸。這個例子能為香港推動綠色運輸

作出一個良好示範。
特區政府2021年發表了《香港氣

候行動藍圖2050》，力爭在2050年前
實現碳中和。另外，特區政府又訂立了
在2050年前實現車輛零排放、運輸界
別零碳排放的目標。要實現上述目標任
重道遠，而且困難亦不少。除了要改變
社會大眾、公共運輸營辦商的觀念，也
要破除法例和配套的制約。例如新上路
的氫巴，由於受法例所限，不能途經隧
道，可以發揮的空間有限。另外，香港
早前引入的電動巴士，續航能力有限，
來回行走兩三趟就要充電一次，使新能

源巴士的成效大打折扣。
要打通關節，及早實現運輸零碳

排放，特區政府應持續與巴士公司、
電力公司、車廠等協商，確認條件許
可後提供便利。例如，運輸署可在確
認氫能巴士性能安全可靠後，研究在
法例上允許氫能巴士使用隧道，在更
大範圍通行，更早得以普及。特區政
府也應與電力公司協商，在更多公共
交通交匯處安裝快速充電樁，供電動
巴士和小巴進入總站停泊時使用，減
省充電所需時間，使電動交通班次可
以提升，接載更多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