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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聚焦房策 新界北重頭戲

倡改劃粉嶺上水用地
增建1.46萬伙公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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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將發表本屆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她昨日預
告，除聚焦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仍然是 「重中之
重」 。綜合各方消息，新界北發展會是施政報告的重頭戲，特首將首次提出
一個大型 「綜合發展規劃概念」 ，具體內容包括興建跨境鐵路、土地拓展、
產業發展，並大幅着墨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行政長官公布施政報告日程

今日
（6日）

明日
（7日）

施政報告全文及記者會直播網頁：www.policyaddress.gov.hk

•上午11時：在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

•下午3時30分：在政府總部舉行施政報告記者會，回應
傳媒提問

•晚上7時：在政府總部出席施政報告電視論壇，進一步
向社會解述報告內容

•上午8時：在政府總部出席施政報告聯合電台節目

•上午10時30分，在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

重點單張派發地點

•20個民政諮詢中心

•金鐘道政府合署等16座政府辦公大樓

•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等七間主要公共圖書館

•全港60個公共屋邨商場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發表本屆任內最後一份施政
報告，封面與往年一樣是天藍色，主題是 「新局面，
新機遇」 。

▼

林鄭月娥強調，除聚焦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仍
然是 「重中之重」 的工作。

【大公報訊】政府擬加強新界北發展，佔地逾五公
頃的粉嶺芬園警務設施用地，建議改劃作住宅發展，提
供8300個住宅單位，連同區內及上水多幅GIC地（政
府、機構或社區）、綠化及工業地改劃，料可興建合共
約1.4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及1600個私人住宅單位，可望
在2029年起分階段落成。

政府向區議會提交文件顯示，為增加房屋用地供
應，土木工程拓展署研究後，建議改劃粉嶺及上水多幅
用地，涉及總發展面積約11.44公頃。政府建議在四幅改
劃用地興建公營房屋，包括粉嶺第17區、上水清曉路、
上水大頭嶺以及上水彩順街。其中規模最大的粉嶺第17
區A地盤，現址是警務處芬園槍械訓練科及警察駕駛及交
通訓練中心，佔地約5.43公頃，由於警方正於缸瓦甫興
建相關訓練設施，最快明年落成，可釋放部分用地建
屋。

規劃署建議，在芬園用地興建九幢住宅大廈及一幢
社區設施大樓，料可提供8300伙公營房屋，容納2.35萬
人。粉嶺區內另有兩幅規劃較細的用地，建議可用作私
樓發展，分別可提供870個及730個單位。

提高皇后山地積比率
至於上水大頭嶺用地，位於青山公路─古洞段與粉

嶺公路交界處，佔地約2.435公頃，現時主要是棕地作
業，將興建3300伙公營房屋。區內另外兩幅擬議改建公
營房屋分別位於清曉路及彩順街，分別可提供620個及
2400個單位。署方擬將改劃用途建議提交城規會。

此外，政府建議將位於皇后山約4.17公頃的政府用
地，納入成皇后山擴展用地公營房屋發展，並將最高地
積比率提升至七倍，高於一般新界發展密度。政府提交
與區議會文件顯示，當局建議在擴展用地建6座住宅大
樓，提供4000伙公屋，預計可容納約11300人，於
2030/31年落成。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時，展示新一份施政報告，報告封面與往年
一樣是天藍色，主題是 「新局面，新機
遇」 。她指出，在中央實施香港國安法及修
改選舉制度後，香港迎來社會穩定及愛國者
治港的新局面， 「十四五」 規劃對香港的支
持、前海橫琴方案等公布，亦為香港帶來新
機遇。香港目前的勢頭非常好，包括貨物貿
易、金融及勞動市場表現都向好，有事實及
數據反映。

她透露，新一份施政報告篇幅與往年相
若，需時約兩個多小時朗讀完成。附篇頁數
則較去年多逾一半，總結了過去四年多逾900
多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不過，報告不會
有篇幅談及疫情下的紓困措施，因為早前已
交代。

擬在洪水橋建跨境鐵路
林鄭月娥預告，報告會聚焦如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土地房屋亦是重點；而盡快通
關亦被視為施政報告的頭等大事。她又表
示，施政報告會公布最新的內地及海外企業
在港設辦事處的數字，反映《香港國安法》
對營商環境沒影響。

綜合各方消息，土地開發料將是施政報

告最重要的一環，近日已盛傳特首將提出多
招覓地，包括放寬 「祖堂地」 轉售限制、釋
放濕地、提高新發展區地積比等，全面規劃
新界北土地。為配合發展，政府亦將公布新
跨境鐵路項目，包括在洪水橋興建鐵路系統
接駁深圳前海。

據悉，特首將於施政報告提出一個 「綜
合發展規劃概念」 的大型計劃，具體內容包
括興建跨境鐵路、土地拓展、產業發展、環
保政策等；亦會大篇幅談及香港如何用好傳
統優勢、國家 「十四五」 規劃、大灣區規劃
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機遇。

大膽研改組 劃一長生津
林鄭月娥早前亦透露，將 「大膽」 研究

改組政府，並將設專門政策局推動文化工
作。消息指，施政報告將提出設立 「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 ，推動文化工作。而就報告
大篇幅提及的土地發展，政府有意分拆運輸
及房屋局，並將房屋部門與專責土地的發展
局合併。

至於福利方面，早前有消息指，施政報
告將建議合併 「普通」 和 「高額」 長者生活
津貼，並劃一金額至3815元，預期約五萬名
正領取普通津貼的長者受惠。

特首今發表報告 首提綜合發展規劃概念

▲政府建議將位於粉嶺的警務處芬園槍械訓練科及
警察駕駛及交通訓練中心用地，改為興建房屋。

思路通 關必通

龍眠山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通
關是頭等大事，與內地通關優先於國
際通關，特區政府將盡一切努力滿足
與內地通關的條件。這段講話，給了
市民早日通關的希望。

去年初疫情爆發之際，沒有人能
夠預料到香港與內地無法正常通關持
續時間如此之長。遲遲無法通關不僅
影響兩地居民正常往來，也影響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正如有人指出，
不管中央如何支持大灣區建設，如何
支持港青，但如果關都過不了，一切
都是空談。

民心我心，既然通關是香港市民
最大的關切，特區政府將之當成頭等
大事來辦，為通關創造條件乃職責所
在，這除了與內地在抗疫機制方面
「對接 」 ，抗疫的思路更要 「對

接」 ，思路通了，一切都通。
就以 「健康碼」 為例，這是內地

成功抗疫的法寶之一，去年5月特區
政府已表明將展開研究，去年11月完
成 「粵康碼」 、 「澳康碼」 的數據轉

換，並在實施 「回港易」 政策時使
用。既然香港早就有類似的技術平
台，並適用於部分人群，為什麼不推
而廣之呢？

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有人反對
「健康碼」 不足為奇，但令人無法理

解的是，為什麼支持 「健康碼」 的那
部分民意被忽略？他們回鄉的權利誰
來保護？曾經有人認為，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 ，內地能做到的事，香

港未必做得到。在這種心態之下，不
願意對接內地抗疫機制，抗拒 「健康
碼」 ，這損害了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也錯過了一個又一個通關機會。

其實，解決 「健康碼」 的爭議並
不難，希望回內地的市民可以下載使
用，有憂慮者不用即可，各適其適，
各方權益都能得到保障。

特區政府今次顯示了很大的通關
決心，值得一讚，但關鍵還是坐言起
行，該做的事就立即去做，不能再讓
市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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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再訪基層，其
中一站專門到數碼港看望在科技領域
創業的香港青年，這充分體現了中央
對港青發展的高度重視。當前香港迎
來新發展時代，香港年輕人可以說是
站到了 「時代的風口」 ，舞台前所未
有，空間無限廣闊。用好國家政策，
把握歷史機遇，香港年輕人一定能幹
出一番無愧青春的事業。

年輕人就業難、創業難、上升通
道狹窄，這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
一。中央聽到香港青年的心聲，也全
力破解這個難題，推出了一系列相關
政策。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
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這會吸引大
批高科技企業來港布局，單是一個數
碼港，過去一年就新增企業150家，創
下歷史新高，這充分說明香港在創科
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

隨着5G、物聯網、大數據、智能
視覺、機器人等技術不斷成熟，在國

家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香港年輕人
能在前沿技術領域深耕、創造，是站
到了 「時代的風口」 ，香港有機會造
就一大批科技人才。

但也正如駱主任所指出的那樣，
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不僅要培育
和引進大批高端科技人才，在一些科
研領域形成突出優勢，還要解決科研
產業化及市場空間的問題，這就需要
融入國家創科體系和發展大局。事實
上，香港的科研優勢加上深圳等內地
城市的產業優勢，可以做到優勢互
補，強強合作，形成合力。早前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發布全球最新創新指
數，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高居
全球第二位，足見大灣區的創新前景
得到國際社會所公認。

中央支持香港青年發展是全方位
的，涵蓋就學、就業、創業等各方
面。繼早前出台八項支持港青政策，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

部、國家稅務總局以及港澳辦四大部
門近日又聯合發布《關於支持港澳青
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實施意
見》，包括拓寬就業渠道、支持創新
創業、提升就業能力、優化就業服務
四個部分，其中明確提出要 「引導在
香港及大灣區均有業務的企業招用香
港青年」 ， 「繼續做好港澳青年參加
大 灣 區 內 地 事 業 單 位 公 開 招 聘 工
作」 ，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中央及特區政府支持香港青年的
政策源源不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
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相信支持青
年發展是其中一大重點。所以說，香
港青年趕上了最好的時代，迎來了廣
闊的舞台。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對
香港年輕人來說，有了機遇就要珍
惜，就要抓住，在發揮自己之所長、
貢獻國家之所需的同時幹出一番事
業，實現人生理想和抱負，真正做到
不負韶華、不負時代！

把握機遇 幹出一番無愧青春的事業
─中聯辦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活動系列評論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