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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明天（21日）將
召開會議討論公共小巴的經營環境，有小
巴承辦商引用消息指，政府擬在新發展區
引入「按需求提供交通服務模式」，即乘
客透過手機App網約預訂小巴服務，業界
冀政府提早講解安排。
據運輸及物流局文件顯示，去年專線

及紅色小巴平均每日客量有 147.1 萬人
次，但隨着市民出行需要及習慣改變，仍
較2017年時的181.5萬跌約19%。專線小
巴營辦商謝卓余及另一營辦商兼綠色專線小
巴總商會執委陳志輝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業界除面對人手不足、油價和保險等成
本上升問題外，更受鐵路發展影響。

營辦商冀北都區留空間開新線

謝卓余直言，集體運輸系統方便居民
出入，是大勢所趨難以避免，惟期望政府
為小巴業界謀求出路，巿區已飽和，新發
展區尤其是逾3,000公頃的北部都會區發

展項目，將提供大量空間開設新線，「小
巴角色係短途接駁，流轉快可將乘客帶往
鐵路系統，至於北都區可容納幾多新線，
需視乎詳細規劃。」
他透露，政府計劃在新發展區引入

「按需求提供交通服務模式」，小巴日後
或可接受預訂，「例如我（乘客）知道聽日
會坐車去邊度，就可撳App留位，到時無
須排隊就可以上車。」專線小巴現為每個
班次設定開車相隔時間，而此模式下若有
多人訂座，就可靈活增加班次，但他直言
這是新概念，如何運作有待運輸署的規
劃。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向本報表示，明白

小巴業界面對艱難情況，相信北都區及東
涌的擴展工程能給業界帶來更多機會，期
望政府積極探討如何令業界運作。
運輸及物流局文件指，2019至24年間

共推出21條全新專線小巴路線供申請營
運，涉及76輛新增專線小巴。

新發展區研推網約小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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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推廣「香港盛匯超級三月」，
涵蓋ComplexCon香港、HKwalls 街頭藝
術節、Art Central及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
會四大全球性藝文盛事，加入本地大城小
區主題提升吸引力，並首設「藝遊號」開
篷巴士每日穿梭主要藝術及文化熱點，配
備聲音導覽，引領旅客探索豐富多彩的藝
文活動。
國際潮流文化盛事ComplexCon本月

21至23日在亞博館舉行，邀請韓國人氣女
團NJZ和頂級音樂人ZICO、美國音樂製作
人Metro Boomin 等重量級嘉賓舉辦演唱
會，並以麻雀傳統文化為題在潮流市集設

特色體驗區，呈現香港地道色彩。
HKwalls街頭藝術節本月22至30日在

中上環區舉行，廣邀內地、日本、韓國、
澳洲及本地等藝術家在區內創作壁畫，並
於城中多個LED熒幕展示數碼藝術作品。
中環海濱本月 26至 30日亦迎來第 10屆
Art Central，呈獻全球逾108間畫廊及逾
500位藝術家的前衛藝術作品。
會展中心本月28至30日舉辦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展出42個國家和地區240
間藝廊的作品，並以大城小區為全年主
題，貫穿香港、巴塞爾、巴黎及邁亞密海
灘四個展會。

旅局藝遊號巴士 串連藝文四盛事

■「藝遊號」巴士串連
多個藝文熱點。 旅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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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
條例草案》昨獲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
旨在保障香港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腦系統
保安能力，減低必要服務因網絡攻擊被
擾亂或破壞的可能，提升香港整體電腦
系統安全；規管該等基礎設施的營運
者；就調查和應對該等電腦系統的電腦
系統安全威脅及事故訂定條文。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期望草案可於明年1月1日生
效，並成立專責辦公室，年中起逐步分
階段指定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及關鍵電

腦系統。
關鍵基礎設施定義包括兩類，第一

類是能源、交通、資訊科技、醫療、銀
行等提供必要服務，第二類是維持香港
關鍵社會和經濟活動基礎設施，例如主
要體育場地、表演場地、科技園區等。
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要遵守三大類法定
責任，包括設立電腦系統安全部門、報
告關鍵電腦系統重大變化、制定保安管
理計劃、至少每兩年參與一次保安演
習，並制定應急計劃。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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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日前聯同警方在長沙灣區內多間藥房展
開執法行動，拘捕涉嫌違反《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51歲男子。據悉被捕男子疑是本報踢爆非法出售受
管制藥物的註冊大藥房人員。據公開資料，該藥房
在青山道開設兩分店，由父子四人打理，父為舊店
董事之一，三子則是新店董事。平日父親會以僱員
身份坐鎮兒子藥房，兒子則到父親名下藥房看舖，
即使衞生署人員巡查斷正，真正老
闆卻以不在場為抗辯理由卸責。資
料顯示該店有前科，其中一店2012
年曾因違規售賣管制藥物被判罰，
但多年來如常違規經營。

■有街坊指，該「店員」（右）實為老闆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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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黃氏四父子在青山道持有兩間藥房，由三子作董事的
新店，早於2012年因違規出售管制藥物被九龍城裁判法

院判罰。當時公司僅被罰款4萬元，而父親則以僱員身份被罰
1.2萬元，作為董事的三子因案發時不在場成功卸責。

32宗定罪個案 最高罰7.2萬元

據悉，政府人員執法時只會對在場職員採取檢控行動，若
證實在場員工違法出售受管制藥物，員工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藥房也會被罰。雖然法例規定藥房違法出售受管制藥物最高可
罰10萬元及面臨監禁，但衞生署2020至24年間處理32宗相
關被法庭定罪的個案，罰款最高為7.2萬元（所有涉案罪名總
計），有被定罪者被判監2個月緩刑3年。

法例規定註冊大藥房必須有註冊藥劑師駐場，在店內逗留
不少於三分二時間，本報記者放蛇期間留意到黃氏舊店牆上雖
掛着藥劑師的證明文件，但連日卻從沒遇見藥劑師，相關法例
規定形同虛設。

有註冊藥劑師認為，事件凸顯政府對註冊藥房監管存在嚴
重漏洞，促請作全面檢討。藥劑業界亦批評現時在港開設藥房
或藥行門檻仍非常寬鬆，基本上「有錢就開得」，導致良莠不
齊，「商人往往看重盈利，即使以惡劣的銷售手法經營藥房，
甚至被搗破，大不了就結業，再找家族成員另起爐灶，不斷重
演一雞死一雞鳴的戲碼。」

藥劑業人士建議政府修改法例，規定藥房必須由藥劑師作
為董事、法人及負責人之一。當藥房被發現違規經營，作為法
人的藥劑師也有刑責，案底會影響執業資格甚至被釘牌，有助
嚴格監管專業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