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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入境事務處位於灣仔入境事務
大樓的總部昨完成服務市民34年歷
史使命，將軍澳新總部今日投入服
務。入境處昨於社交平台上載「告
別灣仔總部」影片，並發帖指「衷
心感激同事的熱誠和拚勁，以及市
民的支持和鼓勵，讓灣仔入境事務
大樓盛載着大家滿滿的回憶。」加
入入境處36載的副處長戴志源指，
「地方一直在變動，但不變的是大
家仍有着服務市民的初心，到了新
總部，會繼續為市民提供最優質及
貼心的服務。」
入境處自1990年起以灣仔告士

打道7號入境事務大樓為家，今起正
式遷至將軍澳寶邑路61號。戴志源
指隨着部門發展，組別及同事數量
越來越多，很多辦公室地方都不夠
用，有必要搬到新地方。
影片還請來多位効力了7至36

年的人員分享告別大樓感受。入職
23 年的總入境事務助理員蘇富明
說，每朝 7時 45 分會與同事步操
到地下旗杆位置，確保準時8時可
以升國旗、區旗。在大樓任保安主
任 16 年的賴遠聰就憶述，清早 7
時就開閘讓市民入內排隊，8時讓
市民上各樓層辦理各項申請，「幾
年前外傭來申請簽證人數好多，最
繁忙時，早上7時前已有二三百人
排隊。」
服務市民7年的入境事務主任張

凱旻則說，以前每日都有很多人前
來等候領取簽證，部門都因應情況
加派同事幫忙，但辦公室位置有
限，很期待可搬去新總部工作，更
有效率地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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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源指新總部會繼續為市民提供
優質服務。

長沙沙灘引吊椅索道 石壁水塘建露天博物館
南嶼生態廊擬融海內外特色

可持續大嶼辦事處於2020年按《可持續
大嶼藍圖》中的「北發展、南保育」

總體規劃原則，制定《大嶼山保育及康樂
總綱圖》，當中提出構建「南大嶼生態康
樂走廊」。辦事處其後進行兩項研究，探
討及提出可善用大嶼山的長沙、水口、石
壁和貝澳四個區域的天然和歷史文化資源
作生態旅遊及可持續康樂用途。
胡國源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長

沙較適合家庭及不同年齡層的訪客到訪，
因此建議以康樂樞紐為定位，在該處建訪
客中心，提供南大嶼旅遊資訊，同時設餐
飲和零售等設施。他指出，有關建議參考
了北京長城國家公園的做法，提出在長沙
沙灘近山坡的位置引入登山吊椅、索道、
繩索歷奇等設施；上長沙會提供滑水、風
帆、獨木舟等水上活動，下長沙則設親子
遊樂場。
至於擁有較豐富文化歷史的石壁會發

展成較靜態的休閒康樂地方，發展局計劃
興建歷史文物徑，沿石壁水塘興建露天博
物館，並善用創新科技，透過虛擬實景技

術，將舊有的石壁鄉呈現在遊客眼前，同
時建議在水塘堤壩加建行人路。胡國源表
示，參考了連接日本大阪府及十個縣的日
本瀨戶內海國立公園，建議在水塘旁邊草
地擺放藝術裝置。
他表示，由於水口及貝澳生態價值

高，濕地、河溪及林地等有逾500個動植物
品種，生物多樣性相當高，部分具重要保
育價值，因此建議在水口興建教育中心推
動保育工作，並會在水口沙坪邊陲地帶加
建板道。貝澳的發展則會參考澳洲菲利普
島自然公園的做法，增設樹頂步道，並會
在設計時避開生態價值最高的地帶，沿途
會提供自然生態保育資訊。

甯漢豪：善用地方非大興土木

對於有環保團體指出，水口是瀕臨物
種馬蹄蟹的繁殖地，亦是候鳥的中途補給
站，胡國源指，會嘗試在特定時間以圍欄
分隔開某些生物聚居的位置，勸喻遊客不
要進入。他強調，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
走廊」時會盡量減少砍伐樹木，務求滿足

休閒康樂及生態旅遊需要的同時，確保南
大嶼的生態環境不受破壞。
另外，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表示，

建議發展「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是善用
貝澳、長沙、水口及石壁一帶的優美環
境、生物多樣性及傳統鄉郊背景發展生態
及文化旅遊，強調並非要大興土木，而是
用好地方，透過土地規劃、公私營合作及
良好管理，為香港發掘更多新體驗、新景
點。她指出，同樣的理念亦引用於政府為
北部都會區尖鼻咀、流浮山至白泥一帶，
以及前南丫島石礦場等提出的規劃方向。

■貝澳將提供自然保育資訊。 資料圖片

■南大嶼海岸一帶有生態康樂潛力，
圖為南大嶼郊野公園。 資料圖片

發展局早前建議圍繞大嶼山的
長沙、水口、石壁及貝澳發展「南
大嶼生態康樂走廊」，以提升南大
嶼海岸一帶的生態康樂潛力，並交
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辦事
處就生態、環境及交通等影響作詳
細技術評估。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處
長胡國源昨日表示，辦事處人員曾
到訪北京、日本及澳洲等多個海內
外地方的國家公園「偷師」，例如參
考北京長城國家公園的做法，提出在
長沙沙灘近山坡的位置引入登山吊
椅、索道、繩索歷奇等設施；石壁則
參考日本瀨戶內海國立公園，擬在水
塘旁邊草地擺放藝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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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龍舟競渡「文化+體育」定位
昨日是端午節，多區舉行龍舟競

渡。賽龍舟緊張刺激，既是中國民間習
俗，也是現代體育競技項目，引起不少
外國人注目，正好為香港實施「文化+
體育」策略提供了舞台。政府應加強賽
龍舟的盛事定位，同時增添配套，讓國
際社會深入認識這一充滿動感的傳統活
動，鞏固香港旅遊文化之都地位。
各區龍舟賽事吸引大批隊伍競逐，

其中赤柱正灘的龍舟賽參賽者最多，有
逾5,000名中外健兒競逐。內地社交平
台亦有網民分享端午遊港看龍舟攻略。
有旅遊業界人士認為，香港龍舟比賽遍

布多區，且結合了漁民文化、嘉年華
等，有其獨特性，對遊客很有吸引力，
若各界能聯動地區賽事提供相應配套，
可望進一步提高本港盛事活動吸引力。
事實上，龍舟競渡習俗早已名揚海

外，澳洲、英國、泰國等地都有舉辦龍舟
活動。龍舟比賽被列入亞運和東亞運項目
後，更成為正規的現代體育賽事。龍舟的
龍頭設計突出中國文化的標識，響亮的擊
鼓聲和划槳濺起的浪花，刺激觀眾感官，
展現選手們的拚勁及年輕人的活力，這些
對於喜愛戶外活動，特別是小孩和年輕人
來說是相當吸引，對於海外旅客來說，更

是一項充滿異國風情的節目。故此將龍舟
活動進一步發揮，空間甚大。
香港龍舟活動的優勢，體現在賽事

場地，以及活動的國際性。香港三面環
海，有多個適合龍舟比賽的場地，包括
赤柱、大埔、沙田、香港仔，以及維多
利亞港，其中沙田城門河河道筆直，水
流平靜，更為龍舟、划艇等水上運動提
供一條優質賽道，兩邊的河堤也有廣闊
空間架設觀眾席。此外，香港擁有多年
舉辦國際龍舟邀請賽經驗，包括歐美、
東南亞的勁旅都曾來港參賽，香港舉辦
龍舟賽的水平備受認可。

本港龍舟活動主辦機構未來應加強
龍舟賽的動感性與專業性，特別是在活
動轉播方面，可與電視台協商，在龍舟
賽進行時在熒幕顯示隊伍名稱、起點終
點標識，以及考慮在AR及三維技術輔
助下，慢鏡重溫比賽隊伍衝線一刻，以
更立體多元形式呈現龍舟競渡的刺激
性，透過大眾媒體讓境外群眾認識香港
的地道民間活動，提升大家到香港一遊
的興趣。社會正在對「文化+」議題熱
烈討論，龍舟競渡在這方面可以提供現
成材料，正待業界為「文化+體育」理
念進行實驗與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