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贈港乳名「安
安」、「可可」的一對大
熊貓下月7日正式亮相，
翌日與公眾見面。香港郵
政宣布下月 12日起推售
以「喜迎大熊貓」為題的
郵票小型張（見圖）及相關
郵品，將於各郵政局及
「郵購網」發售。正式首日
封已於昨日起率先發售。
而各郵政局下月 12日將
為所有正式首日封/紀念
封/註明首日字樣和本地
地址的自製封，提供即時
人手蓋印服務。同日起亦
會特別推出「喜迎大熊
貓」紀念印，以供市民蓋
印留念。

此外，一系列以大熊
貓為主題的紀念品亦會於
下月12日起，在香港郵政
網上購物坊「郵購網」及
3間指定郵政局（郵政總局
郵趣廊、尖沙咀郵政局及
九龍灣郵政局）發售。即
日至12月11日，在香港
郵政網頁更可以「早鳥優
惠」，預購大熊貓郵品及
紀念品組合。

為配合大熊貓主題，
上述郵政局及香港郵政大

樓的郵政廣場將作特別裝飾，歡迎
公眾蒞臨「打卡」。詳情可瀏覽香
港郵政網頁（ hongkongpost.hk/tc/
pan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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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昨公布2023/24財政年度業績，總入場人次按年升33%至314
萬，總收入按年增41%至11.81億元，均創5年新高。園方表示，不計算政府
資助、折舊、減值撥回和投資收入在內，經營虧損淨額連續第三個年度收窄，
較對上年度減36%至2.97億元，反映開源節流措施見效。在政府資助減少及大
額折舊下，錄得7,160萬元年度虧損。主席龐建貽指，園方今後會善用6隻大
熊貓帶來的契機，全力帶動熱潮，藉此提高入場人次和收入，同時推動本港熊
貓旅遊發展。

海洋公園2023/24財政年度（即去年7月
至今年 6 月 底）入場人次按年升

33%，票務、商品銷售及餐飲收入亦顯著
上升，令總收入按年升41%，遠高於經營
成本升幅的17%。不過政府資助金額由上
個財政年度的8.5億減至2.8億元，是錄得
7,160萬元年度虧損一大主因。

截至今年6月30日，海洋公園銀行結
餘及現金總共約16.6億元，與上一年度相

若，園方強調財政穩健。龐建貽指儘管疫
後市況仍充滿挑戰，園方將繼續爭取多方
面收入來源，期望中長遠財政表現在外圍
經濟不明朗下仍持續改善，減少對公共財
政依賴。

報告指，園方會積極把握6隻大熊貓
帶來的機遇，發揮創意，推出一系列宣傳
活動、商品、文創及旅遊產品等。海園亦
會配合政府、旅發局及社會各界積極籌備

一連串以大熊貓為主題的宣傳及推廣活
動，致力帶動全港的大熊貓熱潮。海園亦
會從多方面開拓收入，包括夥拍其他機構
推展新設施發展項目及籌辦大型節慶活
動、為海外學生舉辦本地遊學團、向理念
相近機構及品牌尋求贊助和捐款等；另會
繼續控制營運成本，包括調整休園日的安
排、靈活調配人力資源等。

籌備歷險園區 長遠自負盈虧

展望未來，興建全新歷險主題園區籌
備工作已展開，料於2028年開放後，將吸
引更廣闊訪客群，並與度假區內其他設施
產生協同效應，鞏固及加強香港「最佳旅
遊目的地」地位，長遠達至自負盈虧。

文體旅局已將海園業績相關文件提交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二
開會討論。

海園客量收入 俱創5年新高
折舊大資助減累蝕7160萬 冀大熊貓掀熱潮締契機

■遊客用鏡頭捕捉大熊貓一舉一動。 資料圖片

海洋公園業績概覽（部分）
項目

總入場人次

總收入

入場券收入

商品收入

餐飲服務收入

園內消費收入

特許經營酒店
運營使用費

其他收入

經營成本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2023/2024
財政年度

314萬人

11.81億元

6.6億元

1.44億元

2.2億元

8,220萬元

1,390萬元

6,100萬元

14.78億元

2022/2023
財政年度

236萬人

8.39億元

4.28億元

1.13億元

1.67億元

7,160萬元

1,130萬元

4,820萬元

12.65億元

變幅

+33%

+41%

+54%

+27%

+32%

+15%

+23%

+2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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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地盤工遭欠薪3億 求助工會
近月香港接連發生多宗欠薪事件，香

港建造業總工會昨表示，自今年7月起已
處理近200宗相關求助，涉及逾2,000名
建造業工人，共遭拖欠逾3億元，是近40
年之最，擔心若地產市道沒明顯改善，拖
薪情況只會有增無減。總工會促請政府正
視價低者得、層層分判的根源問題，推行
有效措施打擊欠薪措施。

總工會昨於記招指，近月接獲欠薪個
案由私人工程蔓延至工務工程，工人遭欠
薪2至7個月不等。拖欠薪金理由各有不
同，但共通點均是大判、二判或三判以資
金周轉困難為由，聲稱無法支付薪金。不
少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對僱傭條例缺乏認
識，只拍膊頭捱義氣與判頭達成口頭合約
後開工，並無簽訂勞工合約。

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表示，行內判頭
頂糧情況普遍，「二判最少都要頂一個月
糧」，需借貸或按樓才能墊支工資，但現
時向銀行借貸困難，即使部分工人能成功
追討薪金，但二判工程款項「絕大部分仍

未出到糧，問題仍未解決」，引致資金鏈
出現問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穎表
示，不少工程在疫情下承接，當時將工程
費壓低，而疫情後物價工資上漲，承建商
根本未必能應付。

周思傑建議業主及發展商可在合約
中，要求總承建商和直接僱主開設第三方
資金信用平台，將一定比例工程款項存入
作保證金，一旦欠薪業主可從中扣款支付
薪金。他並促請政府推動業界訂立及執行
標準合約制度，逐步剔除口頭合約陋習。

尾隨長者偷走提款 3印尼扒手落網
警方早前接獲兩名市民報案，聲稱在

北角的銀行提取大量現金後，被尾隨的賊
人伺機偷走，分別損失7萬港元及20萬日
圓（約10,370港元）。警方經調查後鎖定
案件涉及一個扒竊集團，本周二（26日）
以盜竊罪拘捕三名印尼籍男女，三人正被
扣留調查，稍後將落案起訴。

兩名受害人分別是71歲男子及63歲
女子，其中男事主於9月5日在北角一間
銀行提取7萬港元現金作日常開支；而女
事主則在本月19日在北角另一間銀行提
取20萬日圓作旅行用途。兩人在提款後
約半小時，發現背囊和手袋的拉鏈均被打
開，裝放的現金不翼而飛，於是報警。

東區警區刑事部人員接報後，經翻查
閉路電視紀錄，迅速鎖定三名涉案疑人的
外貌特徵。調查顯示三人案發前在有關銀
行外遊蕩，鎖定目標後再尾隨事主排隊購
物及乘搭巴士，等待時機扒竊財物。涉案
三人犯案手法純熟，其中兩人伺機行近事
主製造擠迫感，另一人則在極短時間內打

開事主的背囊和手袋偷走財物。
警方隨即在相關銀行加派人手作反罪

案巡邏，經連日行動部署，東區警區情報
組人員本周二發現疑人再次在銀行附近出
現，但無使用任何銀行服務，相信是在找
尋「獵物」。東區警區情報組人員遂聯同
北角分區特遣隊採取拘捕行動，拘捕兩男
一女印尼籍人士，年齡介乎36至58歲，
被捕女子報稱家庭主婦，兩名男子報稱商
人。據悉，全部被捕人皆持護照入境，報
稱朋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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