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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恭祝讀者朋友新年快樂

回首往昔，我們的腳步鏗鏘篤定。在喜迎中共二十大和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在習近平主席親致《大公報》賀信的榮光中，我們打贏了一場又
一場硬仗，開啟了大文事業深化改革發展的新征程。

展望未來，我們的前方璀璨光明。在 「愛國者治港」 的新時代，我們
天地廣闊，大有可為。

祝大家新年快樂，健康平安，事業順利！

責任編輯：秦漢威 美術編輯：劉子康

港東 港西

▲李家超自爆練氣功已有20多年，達到
「師父級」 。他支持全民運動，早前參
與電子虛擬拳擊體驗，拳風颯颯。

放棄男人的浪漫鄧炳強減肥成功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載新年第一

個帖文，以 「快問快答」 形式回應網民留言。他表
示，香港正在疫情之中逐步復常，希望今年百業興
旺，大家身體健康。

有網民留言指 「局長好似瘦咗唔少」 ，鄧炳強自
爆2022年農曆新年後就決定減肥，現時已經瘦了6、7
公斤。去最喜歡的茶餐廳連 「男人的浪漫」 （豆腐火
腩飯）都唔食得，因為 「怕肥！」

有網民就強力要求訪問局長背後的重要大人物，
話局長日理萬機，夫人一定居功不少。鄧炳強即表
示： 「呢題唔答得」 ，字幕更俏皮地打出 「怕老婆會
發達」 。

又有網民建議他訪問劉德華，講述當年因看了電

視劇《獵鷹》而選擇做警察的往事，鄧炳強就笑言
「我都想呀」 。

鄧炳強最後落埋廣告，如果想有機會得到局長回
應留言，就記得Like同Follow他和保安局的社交平
台，留言畀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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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龍獅節」 設有舞獅體驗活動。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市民登大帽山
爭睇2023首個日出

龍獅節回歸 舞動尖沙咀

元旦男嬰搶閘出世
父母分享抗疫心得

義工們年中無休
上山下海執垃圾

恭喜！恭喜！踏入2023年，香港元旦第一
嬰，零時43分搶閘出世，體重約6.5磅，取名陳雋
賢，雋賢已是陳氏一家在疫情後第三胎，要確保
疫情期間不染疫，平平安安誕下BB，子女健康成
長，陳媽媽有兩招心得。

戴口罩不搭公交
陳太表示，小兒子雋賢有一位姐姐和哥哥，

三姊弟也是新冠疫情後出生，去年三月疫情高峰
期印象深刻，一直要小心照顧，戴着口罩防疫，
絕少到公眾地方， 「雋賢姊姊和哥哥生於疫情期
間，自出世以後還未搭過港鐵和巴士，出門要戴
口罩！」

另外，2023年在公立醫院首名嬰兒，凌晨1
時50分在廣華醫院出世，約7.8磅，也是男嬰。

踏入新一年，當不少人趁假期 「睡至自然
醒」 ，一批義工就已經上山下海清垃圾。綽號 「貓
哥」 的義工團團長冼力求告訴鄭晴，多位義工元旦
清晨已經出動，朋友Ken哥更利用檢獲的棄置繩
索，在沙灘上砌成2023年，希望新一年 「人人有
工開，個個有屋住」 。義工們目光銳利，偏僻石頭
罅隙也有留意，個個 「滿載而歸」 。

「貓哥」 總結2022年，多達2420人次參與清
潔活動，合共拾獲17431袋／件垃圾，按年微降一
成。他們昨日到海角郊遊區，見到大量遊客享受美
麗大自然，不少人見到義工運送垃圾，也伸出援
手，他笑言： 「超級感謝各位市民們的大愛！」

▲元旦首日，義工在沙灘和石灘清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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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停辦三年的 「香港龍獅
節」 也終於在2023年元旦日回歸。
隨着震天的鑼鼓聲響起，50頭醒獅及
兩條金龍在位於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

天廣場舞動，吸引眾多市民圍觀，場
面十分熱鬧。此外，亦設武術表演及
舞獅體驗活動，讓市民對中國傳統的
龍獅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踏入2023年，大批市民凌晨時分登上大帽山山頂，觀
賞新年第一個元旦日出，但可惜日出時雲層較厚，市民未
能看得盡興，但仍然高興歡呼，拍照留念。

「希望大家在新一年平安！」 不少市民在大帽山搭帳
篷等待日出，他們祝願新的一年大家身體健康，戰勝疫
情。

有不少學生相約同學一起在大帽山燒烤、倒數、等待
日出，他們祝福新年世界和平，疫情快過。

▲

大
批
市
民
凌
晨
時
間
登
上
大
帽
山
山
頂
觀
看
元
旦
日
出
。

大
公
報
記
者
黃
洋
港
攝

特首動起來
講大計 談氣功

新年伊始，萬物躍動，踏
入2023年，行政長官李家超亦
「動」 起來，走上電台訪談節
目，跟聽眾細說舊日、暢講大
計。他透露，正部署今年初到
中東，不過有待同事和當地政
府、組織安排。他又形容自己
心急，希望盡快將香港的好故
事告訴所有人，以招商引資、
招攬企業及人才。

驛馬星動擬訪中東
李家超直言，相信出任特

首是他人生中最忙碌的時間，
每日除了吃飯和睡覺，其餘時
間就是工作。不過他形容行政
長官工作任重道遠，自己要負
責整個香港，亦要向中央負
責，每個決定可能會影響700
多萬名市民，例如不用再掃
「安心出行」 ，期望是正面的

措施，但有時亦需要作出艱難
決定。

天天勞動氣功養生
日日勞動，如何消除疲

勞？李家超說會修練氣功養
生，又自爆練氣功已有20多
年，達到 「師父級」 。 「當時
因為我身體唔好，有個好好嘅
朋友介紹之下，去咗練氣功，
對身體又真係好有幫助。」

李家超笑言： 「我都開過
班教學生，不過唔打算再開
啦，因為啲學生唔勤力！」 練
氣功需要持之以恆，每日投放
時間，但可能香港的生活太多
姿多彩，多派對飯局等不同活
動， 「未必日日拎
到個固定時間去
練，咁個氣功就唔
一定達到水平。」

▲醒獅及金龍在位於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天廣場舞動，吸引眾多市民圍觀。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總編輯 李大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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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恭祝讀者新
年快樂，為讀者編印了名家畫作藏品文
創掛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