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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重開 荃錦營地未來30日爆滿
防疫措施今再放寬 健身課堂撤12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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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高 氣
爽，現時香港
的郊野公園
設有41個露營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亦有兩個
營地，漁護署上周四推出大欖郊野公園
「荃錦營地」 的預訂系統先導計劃，方
便市民透過 「郊野營人」 網站（www.camping.
gov.hk）預訂營位露營；大公報記者昨日查閱預訂
系統發現，未來一個月可供預訂的名額已滿。

貝澳創興營地須申請
政府轄下露營地點主要集中在西貢及大嶼山，

以西貢為例，有12個營位數目少於20的營地，以及
四個營位超過50的大型營地，大嶼山則有11個小型
及一個大型營地，位於大嶼山的 「南山營地」 設施
較多，適合初次體驗露營人士。康文署轄下貝澳營
地及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均需事先申請。

社交網站的露營群組有不少市民留言查詢資
料。有市民發現，隨着露營場地封閉近三年，部分
營地以往可乘搭街渡前往，但目前有關街渡服務已
經取消。

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主席周國強向大公報表
示，預料政府轄下營地重開後，將會吸引大批市民
前往，部分較熱門地點例如灣仔南、灣仔西、南山
營地，勢將非常熱鬧。他提醒露營人士，要注意公
共衞生，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現時西貢一帶不
時有野豬出沒覓食，營友宜注意將食物收好，若遇
到野豬，只要不主動挑釁接觸，牠們一般不會構成

危險。
今日另有更多

社交距離限制放
寬，包括戶外體
育場所觀眾席和
馬場室外範圍可

恢復飲食；健身中
心內超過12人的訓

練小組或課堂，以12人為分組上限，分組之間須相
距1.5米。

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粵閩表示，
現時健身中心的人流，只恢復疫情前的七至八成，
健身中心重開後恢復一對一私人教授，或四至五人
的小班；基於疫情期間會員已經習慣，業界普遍也
只會繼續 「小班教學」 。

理髮店等處所不反掃疫苗證
此外，理髮店等八類處所的 「疫苗通行證」 安

排將由 「主動查核」 改為 「被動查核」 （見表），
即處所掌管人毋須檢查顧客的疫苗接種紀錄或豁免
證明書。

三年疫情 港累計確診破200萬宗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本港昨

日新增665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三年疫情
累計感染突破200萬宗，再多八名患者死
亡，變異病毒株繼續持續增加，XBB及
BQ.1.1亞系共19宗，患者年齡由10歲至69
歲，大部分患者已打三針。

新增的確診個案，較前日上升11.8%，
6139宗屬本地感染，其餘517宗輸入個案，
後者佔整體個案7.77%，累計2204人留醫，
創下9月24日以來的新高。

醫務衞生局昨日表示，局長盧寵茂的一
名女秘書快速測試呈陽性，她最近一次上班
日期為上周五（11日），同日最後與局長見
面。盧寵茂昨日核酸測試結果為陰性，他每
日快速測試結果均為陰性。

疫情累計破200萬宗病例（2004825
宗），本地再添變種病毒個案，分別為九宗
XBB及10宗BQ.1.1，本地個案中，累計發現
42宗XBB、15宗XBD、一宗BA.2.75.2、一
宗BF.7及45宗BQ.1.1亞系個案。

西九場館黃碼可進 飲食區除外
【大公報訊】因應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宣布，今日起
放寬入場及社交距離安排，除了餐飲處所和
准許觀眾飲食的表演場所外，區內一般要求
訪客全程佩戴口罩的表演藝術場地和博物
館，將會由 「主動查核」 改為 「被動查
核」 。

根據 「被動查核」 安排，進入西九各個
表演藝術場地和博物館的人士，毋須於進場
時出示或掃描 「疫苗通行證」 二維碼，但仍

須掃描 「安心出行」 場所二維碼，以及符合
「疫苗通行證」 的接種要求。在執法人員進
行隨機抽查或其他執法行動時，訪客須按要
求出示相關疫苗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
書。

持有 「黃碼」 人士在符合 「疫苗通行
證」 接種要求下，可進入西九各表演藝術場
地和博物館，但不可進入西九區內堂食餐飲
處所和容許飲食的場所；西九亦容許觀眾在
實施 「主動查核」 的表演場所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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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獲獎 資科辦：不斷優化
【大公報訊】記者蘇薇報道： 「安心出行」 流動

應用程式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的華為亞太區開發者
大會中，榮獲 「便捷生活」 類別下的 「最佳公共健康
夥伴大獎2022」 獎項。

配合精準抗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表示，安心出行現時下

載用戶達900萬，是香港市民防疫抗疫的重要夥伴。
資科辦應疫情發展變化，不斷更新和優化 「安心出
行」 ，配合政府推行的不同精準抗疫措施，資科辦、
開發團隊昨日透過記者會進行分享。

據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張宜偉介紹， 「安心

出行」 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初時設計定位為市民
自發記錄、管理行蹤，並可接受風險通知的工具，
隨着疫情政策變化，經歷了很大轉變。自2020年11
月推出，至今已更新40多個版本。如日前新加入的
「紅、黃碼」 功能有效協助管理疫情風險，以便在

可控的情況下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及經濟活動，
新增 「檢測登記碼」 和同行人士 「疫苗通行證」 ，
同時亦加入簡化自我申報流程，方便確診用戶於
「安心出行」 程式 「一鍵申報」 完成隔離規定。

對於坊間對用戶私隱的擔心，他表示， 「安心
出行」 對用戶數據的安全性和私隱性有很強的保
障，團隊亦不斷透過各平台向市民解惑，相對公開

透明，希望市民能放心使用。他續指出，今年4月後
針卡二維碼已優化，市民可以在www.evt.gov.hk下
載最新針卡，出行、用餐時二維碼將更易讀。

開發團隊 「創奇思」 公司行政總裁錢國強透露，
為了使 「安心出行」 能適用於不同的型號、系統，團
隊會搜集不同版本、品牌手機型號進行測試，並會向
不同手機系統的開發商詢問意見。他表示，「安心出
行」利用較基礎的技術和手段，例如掃描二維碼，來
保證應用程式的普及性，以致年長者也能輕鬆學會。

華為亞太區開發者大會為來自亞太地區不同國家
及經濟體的開發者提供交流平台，來自中國內地、香
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

等地區超過400名人士現場參與。今年大會首次舉辦
頒獎典禮，分為 「便捷生活」 、 「影音娛樂」 、 「合
作夥伴」 、 「錶盤設計」 四個獎項類別共20項獎項。

▲ 「安心出行」 App於亞太區開發者大會中，榮獲
「便捷生活 」 類別 「最佳公共健康夥伴大獎
2022」 獎項。





出實招 留人才

龍眠山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搶人才措
施，受到各界歡迎。但香港在眼
光向外的同時，更要眼光向內，
留住現有的人才。每年來香港讀
書的非本地學生數量不少，是一
個巨大的人才庫。香港要想方設
法讓他們留下來發展，而不是僅
僅當跳板，為人作嫁。

香港教育質素上乘，更有5所
院校名列全球百大，對外地學生
具很強的吸引力。過去3年，香港
各大院校招收的非本地生超過2萬
人，大部分來自內地。今年數字
升至4萬多人，打破紀錄。但令人
惋惜的是，去年僅有3200名非本地
畢業生在留港12個月後，獲批首次
延期居留申請。而過去3年間，每
年平均只有約3000多非本地生獲得
居留權。

非本地人才是否留下，當然
取決於各種因素，事業發展前景
和生活質素無疑是最重要的。香
港有很多優勢，也有一些劣勢，
其中樓價高、租金貴備受詬病，
這個問題一時間難以解決。但一

些人為的、過時的法律制度卻是
可以盡快優化、調整的。比如居
住香港足夠7年才能申請香港永久
身份，就被指苛刻。是不是永久
居民，涉及切身利益，如本地人
首次置業不必繳付額外印花稅，
非永久居民置業的成本就高不
少。不少公司反映，其僱傭的非
本地畢業生工作一段時間後離
開，一大原因就是忍受不了長達7
年的等待。

放眼全球，各地對申請成為
永久居民的條件要求各不相同，
但總體上呈手續簡化和時限縮短
的趨勢。以澳洲為例，非本地畢
業生可一次過獲5年居留簽證，在
當地工作滿4年可申請永久居留。
再如美國，持綠卡人士住滿5年，
或與本地人結婚持續3年，便可成
為永久居民。

任何政策都要與時俱進，有
人認為香港若在申請永居方面放
寬條件，可增加留住人才的吸引
力，值得有關方面探
討。

新增毋須反掃針卡處所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理髮店／髮型屋

•遊戲機中心

•博物館、主題公園

資料來源：添馬台FB專頁

•活動場所

•宗教處所

•桌球館及保齡球場

•會址

積極行動搶抓機遇 開創發展新局面
中共二十大報告系統闡述堅持和完

善 「一國兩制」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
略，為做好港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與每一位市民的利益福祉息息相關。特
區政府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辦二十大精神
分享會，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應邀出
席並作交流分享，他用 「偉大變革」
「使命任務」 「戰略機遇」 「團結奮

鬥」 四個關鍵詞分享了學習體會，這對
香港社會進一步理解好二十大精神，抓
住發展機遇，不斷破解各種發展和民生
痛點難點，開創新局面，大有裨益。

在分享會上，駱惠寧引導大家從實
踐和理論中認清歷史大勢，進一步增強
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和信心、對 「一
國兩制」 的戰略自信，認真落實二十大
對港澳重大部署。面對國家新征程與香
港新階段相交匯的時代背景，只有增強
歷史主動，善於把握機遇，才能贏得未
來。駱主任指出，中聯辦將繼續全力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當好治理香港的
「第一責任人」 ，一同推動二十大精神

特別是對 「一國兩制」 事業重大部署在
港落地生效。

二十大報告描繪了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軍
的壯麗圖景。事實上，中國的發展正深
刻影響着世界格局的演變，世界越來越
離不開中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通聯
世界的獨特優勢，這一優勢未來將更加
凸顯。全球發展的最大機遇在中國，香港
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找到以香港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的匯合點，香港實現自
身發展和貢獻國家的舞台就更加寬廣。

對香港來說，最關鍵是在世界百年
變局之中，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
趁勢而上。國家將香港定位為 「八大中
心」 ，為香港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能，
香港需要破難而進、迎難而上，實現高
質量經濟發展，在發展中解決深層次矛
盾和問題，着力提升市民的幸福感、獲
得感、安全感，讓市民得到看得見、摸
得着、感受得到的實惠。習主席在今年
「七一」 重要講話中指出，當前香港最

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
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
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
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市民的期盼，
也是中央對香港的要求，更是特區政府
的奮鬥目標。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壯闊洪流中，
為國家創造經濟長期平穩快速發展的奇
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未來，香港
將對國家構建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
深層次對外開放發揮重要功能，實現更
大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團
結奮鬥。而開啟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
也要不斷增強敢於鬥爭的勇氣和善於鬥
爭的本領，迎難而上、破難而進，堅決
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
香港長治久安和市民根本福祉。

作為治理香港的 「第一責任人」 ，
特區政府理解並落實好二十大精神，關
乎香港的長治久安。昨日出席分享會的
包括特區政府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以
及立法、司法機構代表約120人。這樣
的學習交流分享會十分重要，必將有助
於香港未來的發展。當然，一次學習遠
遠不夠，未來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社會
各界，都要不斷學習、深入理解，在融
會貫通、做好工作、解決問題上下功
夫。正如駱惠寧主任所指出，精心研究
發掘機遇、積極行動搶抓機遇、改革創
新塑造機遇，不斷開創香港發展新局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