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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本港

IP產品商機大 財爺指港擁優勢
正在北京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於網誌表示，內地
近年崛起的「谷子經濟」，其相關產品和
影視娛樂深受年輕人追捧。他提到引進重
點企業辦公室亦將擴闊目標企業範圍，策
略性地引入更多結合創科的文創企業，並
歡迎更多文創企業善用香港這個聯通內外
的國際平台，在資金、人才、訊息、國際
化和專業服務等各方面的優勢，發展國際
業務。

一連兩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昨在
北京召開，主題為「全面釋放發展動能，
共促全球經濟穩定增長」。陳茂波於論壇
發言指，香港是全球唯一融匯中國和國際
優勢的城市，會繼續鞏固與歐美等傳統市
場的關係，全力開拓新市場，聯動更多內
地省市共同出海招商引資。他並提到香港
憑藉創科優勢、國際資金、人才匯聚等條
件，可望成為人工智能產業國際交流協作
匯聚地。

訪潮流文創企業 考察IP產品孵化

在京期間陳茂波到訪一間潮流文化創
意企業，考察文創類IP產品孵化，並了解
其管理和營銷經驗。他指文創產業正蓬勃
發展，特別是內地近年崛起的「谷子經

濟」，市場規模料達數以千億元計。「谷
子」來自英文「Goods（商品）」的譯音，
泛指由動漫遊戲等版權作品衍生出的IP周
邊產品。

陳茂波指香港在發展文創產業上擁有
許多獨特優勢，包括中西文化薈萃、多元
包容的創作空間，創作人同時了解內地市
場及具有前沿國際視野。他在財政預算案
提出，政府將於未來5年支持文化和知識
產權創造者和生產者推進逾30個文化IP
項目。他強調，未來政府會繼續加強於傳
統市場和新興市場宣傳推廣工作，鼓勵各
地企業充分利用香港全條鏈的籌融資功
能，以及整個大灣區蓬勃的創科生態體
系，加速擴展業務，共同實現更好發展。

■陳茂波參觀潮流文化產品。
陳茂波網誌

■■市民在花海前打卡市民在花海前打卡。。

年度賞花盛事香港花卉展覽昨晚9時
閉幕，不少巿民及遊客也把握最後機會，
昨日前往維園賞花，並紛紛到主題花牆、
鬱金香花海及各大型園圃等打卡點拍照留
念。入夜後燈光點亮花海，營造出夢幻浪
漫的氛圍，為遊人帶來日夜不同的賞花體
驗，展覽特別設計多個燈光裝置，閃耀的
鬱金香花田令人目不暇給。

不少擺檔的商戶也趁最後一天推優惠
促銷，花展旁的花卉攤位實行大減價，平
至2元就可購得一盆海棠苗。若不想破費
但又希望取得心儀花卉的市民，就要記得
今早9時到維園南亭廣場，大會屆時將會
把約3,500盆狀態良好及可再種植的花
卉，公開向公眾派發，每人限取一盆，先
到先得。

■小朋友臉上洋溢幸福笑容。
■園內隨處可見人氣爆棚的大熊貓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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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花展落幕 今派3500盆花

中大醫院手術室漏水須交報告
香港中大醫院一間手術室本月10日

為一名病人進行眼科手術期間，天花出現
漏水。衞生署昨回覆傳媒查詢指，漏水事
件於當日手術即將結束時發生，當時手術
床尾部的天花板開始漏水，職員即時用布
止住漏水，同時用無菌手術鋪巾遮蓋病人
頭部及儀器，手術按原定計劃完成。

衞生署指，上周五接獲傳媒有關查詢
後，已即時聯絡醫院調查和跟進事件。而
該院在事發後亦已立即暫停使用有關手術
室，並已找出漏水源頭和進行維修。

病人情況穩定 未出現併發症

衞生署續指，至目前為止，病人情況

一直穩定，未有出現併發症。雖然漏水事
件不屬根據《私家醫院實務守則》須呈報
事項，衞生署為審慎起見，已要求該院提
交調查報告。署方會評估調查結果及醫院
的採取措施作出適當跟進，避免類似事件
再發生和加強保障病人安全。

《私家醫院實務守則》列載私家醫院
的發牌標準，包括醫院設施、設備及應付
緊急事故安排的相關要求。私家醫院亦須
根據守則向衞生署通報須呈報事件，包括
醫療風險警示事件、重要風險事件及其他
須呈報事件（如對公眾衞生有重大影響的
事件、影響醫院運作的嚴重事件或不尋常
地集中出現的傳染病個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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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獲撥款逾80億元，截至去年4月計劃尚餘
38億元。消息人士指預計今年6月計劃結束時，計劃撥款

預計尚餘約20億，將回撥庫房。房屋署早前稱，截至今年1月
底計劃協助約11萬住戶，當中5萬多戶獲編配公屋，還有4萬多
戶正領取津貼。本報記者昨瀏覽計劃的申請網站，有公告指「計
劃將於2025年6月30日終止。合資格人士可考慮申請簡約公屋
或過渡性房屋。」

獨居婦憂開飯也難或申綜援

63歲楊女士為兼職清潔工，獨居深水埗不足100平方呎劏
房，月租近4,000元，她月入僅4,000多元，需靠計劃1,300元
現金津貼才能勉強生活，「但6月後沒有津貼，開飯也困難。」
已申請公屋6年的她說，津貼計劃結束後生活無以為繼，會考慮
申請綜援維生，另盼能早日上樓改善生活。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馬耀宗向本報表示，
從經濟學角度，提供租金津貼或等於變相資助劏房業主。他建議
政府可考慮以其他形式提供援助，例如水電費津貼，優化學童津
貼，「水電費不會像房租一樣，房東可隨便加價，學童津貼也可
僅向基層家庭發放，或是向基層學童提供交通津貼。」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對計劃不獲延續感失望。他指津貼受
惠人士是未申請綜援的家庭，即不存在享受雙重福利問題。社區
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則表示，停止現金津貼對相關基層家庭有
很大影響，希望政府再作考慮。

特區政府於2021年6月底開始推行現金津貼試行
計劃，旨在紓緩長期輪候公屋家庭生活困難，合資格
申請者按家庭人數每月可獲發1,300至3,900元津貼，
計劃原定今年6月完結。房屋署上月底表明暫無意延
續計劃。申請網站亦已發通告，宣布計劃於6月30日
正式終止。有基層及團體對計劃不獲延續感失望。有
學者認為現金津貼或等同變相資助劏房業主，助長加
租，建議計劃完結後將租金津貼轉為水電費津貼、優
化學童津貼等形式，避免支援資金直接流向租務市場
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