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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後日率團訪廣州深圳 探討深化合作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

本周四（23日）率團到訪廣州和深圳，
展開上任後首次對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
的訪問，就粵港合作推進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交換意見，以及探討全面深化港深
合作。

李家超表示，隨着香港與內地實施
全面通關，爭取在短期內盡早到訪廣東
省，尤其是大灣區各城市，經與相關內
地單位協商後，訂於星期四訪問廣州和
深圳。

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務
司副司長卓永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曾國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
樺、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和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葉文娟等。

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代表團成員上午前往廣州，與廣東

省領導會面，就粵港合作推進大灣區高
質量發展交換意見；下午會轉往深圳，
與深圳市領導會面，探討全面深化港深
合作，同日晚上返港。

李家超表示，日後亦會到訪大灣區
其他內地城市和澳門特區，就促進大灣
區高質量發展共同商議，為香港以至整
個大灣區注入更大的發展動能，達至互
利共贏。

廣州市市長郭永航上星期到訪香
港，與李家超就深化香港和廣州市合作

交換了意見，加強港穗兩地在創新科
技、金融、教育、青年創新及就業等領
域的合作。李家超早前已表示，短期內
拜訪廣東省政府領導，並到訪大灣區內
地城市和澳門，進一步把彼此合作提升
至更高台階，共同推進灣區高質量發
展。

李家超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署理行政長官職務。曾國衞離港期
間，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
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職務。丘應
樺離港期間，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
長陳百里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職
務。蔡若蓮離港期間，由教育局副局長
施俊輝署理教育局局長職務。

▲行政長官李家超本周四將率團訪問廣州和深圳。
資料圖片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明
日出爐，許多人期待預算案能
鞏固經濟復甦的勢頭，助力社
會穩步復常。餐飲業在疫情下
備受影響，復甦更因人手不
足、資金短缺等，困難重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曾表示要探索幫助餐
飲業實現 「跨越式發展」 。業界期望，政府能資
助舊式企業升級轉型，配合數碼化時代發展，提
升效率，並較少人手需求；亦有團體形容餐飲業
復甦處於 「最後一公里路」 ，期望政府可再派發
消費券，並放寬企業借貸申請條件，助業界解決
資金難題。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餐飲業盼有資助 實現跨越式發展
期望預算案有措施 支援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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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拜訪國家文旅部長 探討合作方向
【大公報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昨日（20日）早上禮節性
拜訪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胡和平，
探討文化和旅遊發展的合作方向。

打造中外文藝交流中心
楊潤雄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

要》下將香港定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成
立以來，一直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和交
流，依循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的方

向實踐香港成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和
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他又指，國家文化和旅遊部一直
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在文化和旅遊
發展方面給予政策支援，並提供適切
協助落實項目。

他期望，透過今次會面交流，可
以深化內地與香港文化和旅遊交流合
作。

昨日下午，楊潤雄禮節性拜會國

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感謝國家文
物局的大力支持，包括不時借出珍貴
文物來港展出，令香港市民有機會欣
賞祖國豐富多姿的文化魅力。

楊潤雄北京之行還到訪中國美術
館、出席在北京恭王府舉行的《竹韻
小集：春風．粵韻─五架頭專場音樂
會》，並與香港樂團交流，了解他們
在內地的演出情況與發展機會。中國
美術館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國近
現代藝術家的作品。

立會討論公務員五天工作制進展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自2006年

實行五天工作制，但至今仍有約三萬名
公務員未能過渡至五天工作。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暫時無意為全
面落實五天工作訂下死線，並指要全面
落實必須謹守四項原則，包括不涉及額
外人手資源、不減少員工原本的工時、
不削減緊急服務，及周末維持必須的櫃
枱服務。

衍生同工不同酬問題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

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政府實施五天
工作周進展。有議員關注，政府推行五
天工作周長達17年，至今未能全面落
實，反問政府未能發起帶
頭作用，商界又如何跟
從；有議員則關注，部分
公務員未能受惠於五天工
作安排，衍生同工不同酬
問題。

楊何蓓茵表示，目前
有約13.72萬名公務員，
正按五天工作周模式工

作，較兩年前多約4600人，增幅約
4%；約三萬公務員未能過渡至五天工
作。但政府暫時無意訂下全面落實五天
工作的死線，又指一旦不惜代價放寬原
則，納稅人將要付出更多，部分崗位會
出現重疊問題，即是有兩名公務員同時
處理一個人的工作量，形容這非負責任
做法；她亦不同意公務員有同工不同酬
問題，並稱無論是否五天工作，同一崗
位的公務員工時都一樣。

楊何蓓茵說，有部門已恆常化修
訂扣假安排，讓非五天工作的公務員，
連續缺勤14日時，只扣假10日，但表
示明白扣假不能取代五天工作，故政府
會持續積極鼓勵部門落實。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右二）前日參觀北京中國
美術館，左二為中國美術館副館長安遠遠。

▲楊潤雄昨日在北京與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胡和平作會面
交流。

財政預算案

前
瞻

▲餐飲業界期望政府放寬企業借貸申請條件，協助業界解決資金難
題，抓緊穩步復常的機遇。 資料圖片

▶政府正積極鼓勵各部門
落實公務員五天工作制。

陳茂波早前曾在網誌中提到，旅
遊、零售、餐飲、運輸物流等行業，
預期將隨着社會復常逐步重拾增長。
最新數據反映餐飲業亦見好轉，但值
得思考的是，要探索如何幫助行業實
現跨越式發展。他提到，香港是美食
之都，既有中西美食，也有地道小
吃，寄望不同的行業都能提速、提質
發展。

鼓勵食肆數碼化落單
稻苗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他理解 「跨
越式發展」 是行業不可再停留舊有模
式，他指出，大集團食肆、年輕人創
業等，會引入先進科技思維、新菜式
等，但舊有傳統老字號店舖就相對落
後， 「用人手寫單，用紙送入廚房，
甚至打電話下單」 ，政府在新一輪財
政預算案料會撥款推進傳統及中小微
企在科技上升級轉型，並透過生產力

促進局協助業界。
黃傑龍以自家經營的食肆為例，

早在數年前已先後引入手機下單、機
械人運輸餐具、全自動洗碗機等，
「同事可以減少走來走去，不用搬重

嘢，亦可以減少工傷。」 黃傑龍稱，
餐飲業與客人溝通、宣傳推廣等人性
化工作需要人力資源，強調機械人不
可能完全替代人類工作，但可減輕部
分同事的工作負擔。

香港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汶
緯認為， 「跨越式發展」 與經濟角度
的 「創新思維」 有關，包括拓展網上
銷售，解決營運的痛點，但他認為引
入 「創新思維」 未能完全解決 「人手
荒」 問題，他舉例指出，廚房引入自
動炒鑊機，但加入材料等工序仍需人
手在旁處理， 「做不到無人炒鑊」 ，
但可以減少出錯機會。

近日，會否派消費券再成為話
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

出，疫下市民各方面負擔加重，出外
消費較為 「手緊一點」 ，期望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可 「出招」 刺激消費，包
括推出新一期電子消費券，帶動整體
消費氣氛，令餐飲、酒店、零售等各
行業均會受惠；至於金額，黃家和建
議 「至少都要5000元」 。

倡派發5000元消費券
徐汶緯形容，現時餐飲業正處於

「最後一公里路」 ，建議可再次派發
5000至8000元電子消費券、延長百
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的合資格申請
條款一年。他又說，現時餐飲業界約
缺乏四萬人手，包括侍應、廚師等各
工種從業員，建議政府可考慮引入外
勞，解決人手荒問題。

黃傑龍則認為，現時餐飲業已基
本回復疫前八至九成，電子消費券的
措施 「可有可無」 ，已無過去三年那
麼急切性， 「有就大家都開心」 。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
道：現屆政府去年公布的首份施政
報告提出在2025年將吸煙率降至
7.8%，社會預期周三公布的《財政
預算案》會提出增加煙草稅。吸煙
與健康委員會早前促請政府大幅增
加煙草稅100%，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近日
有不同團體就調整煙草稅表達意
見，預期政府會平衡不同的意見，
調整煙草稅， 「即使加煙稅20至
30%，都可以表現到政府有加強控
煙的決心」 。

「針唔拮到肉唔知痛」
去年施政報告將降低吸煙率納

入施政的績效指標（KPI），獲得不
少市民在網上留言支持： 「還我無
煙社會」 、 「噴到周圍都是二手
煙」 、 「加煙稅正是唯一有阻嚇力
的方法」 ；另有團體認為，加稅能
夠增加政府庫房收入，改善財政狀
況，而從經濟學角度上，可壓抑市
民購買香煙的需求。

政府自2009年起三度增加煙
稅，包括2009年的50%、2011年的
41.5%，以及2014年的11.8%。湯
修齊認為，若新一期財政預算案表
明煙草稅增加20至30%，相信2025
年吸煙率7.8%的目標會較難達到，
反觀其他國家每年增加煙稅，鼓勵
更多煙民戒煙，他形容是 「針唔拮
到肉唔知痛」 。

對於有聲音認為現時經濟不

景，財政預算案不適宜提出加稅加
費等措施，湯修齊認為，煙草不是
生活必需品，且對身體有危害，
「基層市民更不應該花費金錢在煙
草上」 ，若增加煙草稅可使市民
「食少一半」 ，相信對基層市民是
一種幫助。

財爺：要節流更要開源
對於加稅開源，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早前預告，預算案最大挑戰是
面對龐大財赤， 「節流是必須、開
源更重要」 ，市民可能須面對額外
稅務負擔；但對於加稅，行政長官
李家超則坦言在 「開源」 方面的空
間未必太大，故希望在原有收入領
域上 「擴容」 。因此，政界中人都
估計，加煙稅機會頗大。

煙稅倘加30% 團體：仍不夠辣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早前建議政府大
幅增加煙草稅100%，以降低吸煙
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