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親節怎樣過？

2023年6月16日 星期五A4 要 聞

餐廳、酒樓近日紛推出優惠，搶攻
父親節市場。大公報記者昨日在銅鑼灣
一帶觀察，見到很多中式餐廳在門口貼
出節日優惠套餐，並以 「父親節、敬父
恩」 、 「父親節快樂」 等字樣招徠，四
人套餐由1588至2288元，12人套餐由
3000多元至過萬元不等。記者以顧客身
份查詢多間中餐廳的訂位情況，均獲告
知父親節晚市暫時仍有空位。

業界料生意稍遜往年
市民梁小姐表示，每年都會慶祝父

親節與母親節，一家人會在當日聚餐，
「不打算外出的話都會在家中慶祝，如
果實在忙到沒時間，之後都會補返。」
她說今年除了聚餐，都打算趁周日陪爸
爸出去玩下放鬆，簡單行下街都會很開
心。

市民曾先生亦表示，年年父親節家

中都會外出聚餐，多數選擇訂酒樓，今
年家中長輩亦準備提前預訂。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飲食業在父親節暫時只
有一些散客訂枱，預計生意額可能最多
有2.6億元至2.8億元，而去年都有超過3
億元的生意額，擔心市民反應未如想像
中火爆，到父親節當日可能直接 「walk
in」 都有位。

去年父親節，食肆仍受八人一枱人
數限制。黃家和稱，當時社會經歷第五
波疫情後，緊張情緒開始緩和，大家外
出食飯比較踴躍，而到今年社會復常，
大家已經習慣了正常生活，不會再一下
子蜂擁而出，報復性消費， 「而且現在
不少市民更願意去深圳或者內地其他城
市過周末，反而在香港的消費減少，加
上第二期消費券都暫時未派到，大家消
費意欲不高，都是影響今年整體生意的

原因。」

盼多辦大型活動谷消費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董陳強表示，

他經營的幾間餐廳中，中式餐廳的預訂
率達到6至7成，較為理想，而幾間日本
菜餐廳的預訂人數則不多，他估計與近
期廣受熱議的日本排放核污水事件有
關。他亦稱，周末不少市民返內地探

親，對生意有一至兩成影響。
黃家和表示，現時業界整體經營情

況不算理想，因大家的消費模式改變，
尤其是年輕人外出聚餐或消費不再一味
追求貴價，相信業界未來都有很大挑
戰，要考慮升級轉型、減低人手成本、
引入新的營運方式等。他希望政府能舉
辦更多大型活動，在7月暑假時能吸引更
多內地遊客來港。

今個周日將迎來社會復常後首個父親節，很多
家庭會外出吃飯，為爸爸慶祝。餐飲業界表示，目
前整體訂枱情況未如往年，料因 「報復式消費」 熱
潮減退，而且全面恢復通關後，不少人趁周末返內
地吃喝玩樂，預計今年父親節本地飲食業生意額約
為2.6億至2.8億元，稍遜於去年逾3億元水平。

不過節日前夕，餐廳酒樓紛紛推優惠套餐搶
攻，力求增加生意額，與市民同享節日歡樂。

食肆推優惠套餐 搶攻父親節市場
報復式消費減退 實測訂枱仍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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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積比轉移
利舊區重建

為了鼓勵私人市場參與油麻地
及旺角重建，政府向城規會提交文
件，指計劃推行地積比轉移先導計
劃，將成立機制容許發展商向城規
會申請，在同一個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內，將某一地盤的地積比率轉移
至另一地盤，而接收地積比的地

盤，最多可較原來地積比增加3成，冀提升重建規模及
加大發展潛力。

據規劃署文件顯示，市建局2021年完成的油旺地
區研究，在3350幢現有大廈中，超過800幢被界定為
無重建潛力，認為需要建立一個地積比轉移機制，作
為規劃重建的新工具，以加大重建誘因。

當局的建議對市區重建，改善舊區環境肯定有幫
助，能否加快市區重建，牽涉到許多複雜因素，包括
發展商是否擁有舊樓業權？若發展商沒有舊樓業權，
有什麼誘因吸引他們費力收購業權做地積轉移？

當然，地積比轉移先導計劃最有機會參與，及最
有能力參與者，是市建局。不論黑貓白貓，捉到老鼠
就是好貓，無論市建局或私人地產商，若因為地積比
轉移先導計劃加快舊區重建，何樂而不為？

蔡樹文
透視鏡

【大公報訊】北部都會區發展正穩步推
進。發展局表示，相關部門已就 「北都」 東北
部一帶的鄉村（例如鴨洲、吉澳和荔枝窩等）
等，進行基礎建設和旅遊配套的改善工程，以
推廣綠色旅遊。

為便利村民及郊遊人士，鄉郊保育辦公室
（鄉郊辦）正與相關政府部門於荔枝窩推展小
型改善設施工程，包括修復已損毀的步道及新
建智能環保洗手間，並委託顧問研究改善荔枝
窩污水及河道排水系統的可行方案等。包括荔
枝窩碼頭在內的約1.53公頃的前濱及海床的改
善工程，在今年年中展開，預計2026年年中
完成。施工期間將會提供一個臨時碼頭供公眾
使用。

此外，為活化荒僻村落及促進生態旅遊，
政府正檢視鄉郊地區的旅館與食肆的發牌制度
和程序。首批位於荔枝窩的11間民宿已於
2022年8月悉數取得營業牌照。鄉郊辦亦透過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持續資助村民、本地大學和
環保機構等互動協作，在荔枝窩推行文物建築
復修、文化復興和生態保育等項目。北區民政

處會繼續透過鄉郊小工程計劃，致力改善北區
鄉村包括鴨洲、吉澳和荔枝窩等在內的基礎設
施和居住環境。

開放沙頭角具體計劃明年初推出
對於 「北都」 東北部、備受關注的沙頭角

發展，發展局本周二（13日）晚上回覆《大公
報》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議研究
進一步全面開放沙頭角墟（中英街除外），行

政 長 官 亦 在
2022年施政報告內提出，會
在2024年逐步開放沙頭角（中英街除外），
推廣文化生態旅遊。相關部門在地區諮詢後已
制定具體計劃，並將於2024年年初推出。發
展局又表示，港方和深方會繼續在 「對接北部
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 下就北部都會區相關事
宜（包括沙頭角區的發展）保持溝通。

父親節快樂

北都鄉郊基礎建設 推廣綠色旅遊
◀▼發展局指相關部門一直有就 「北
都」 東北部一帶的鄉村（例如鴨洲、吉
澳和荔枝窩等）等，進行基礎建設和旅

遊配套的改善工程。

吃飯慶祝

父親節會同爸爸一起食飯慶祝，但
未決定是自己在家煮抑或是到餐廳
吃飯。往年父親節都是出外吃飯慶
祝，估計今年都是選擇去酒樓吃
飯，由家人安排。今年母親節都有
大家一起出去聚餐，我們習慣是一
起聚餐過節。

曾先生

陪爸爸逛街

父親節打算陪
爸爸出去玩玩，

出街逛逛，已經很開心。
一家人一定會聚餐慶祝，暫時未訂
餐廳。就算不出外，也會在家中吃
飯聚聚。

梁小姐

▲有酒樓推出父親節酒席，市民駐足細看菜單。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胸懷國之大者保障數據安全需要有牙老虎

龍眠山

特區政府上月恢復在內地舉
辦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完成課程
的三位學員昨日分享見聞和得
着。有學員10年前曾參加相關課
程，今次再去北京和上海等地，
切身感受到國家這10年來的迅速發
展；也有學員表示，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並非僵硬的、教條式的灌
輸背誦，而是通過廣闊的大局視
野，去思考國家面對的挑戰及制
定應對策略，這對於日常工作有
重大啟發。

香港公務員既要有世界觀，
更加要有國家觀。公務員尤其是
參與決策的高級公務員參加國家
事務研習班，最大收穫莫過於建
立大局意識，制定政策不局限於
一時一地，而是要有更寬的維
度，更廣的視野。只有胸懷 「國
之大者」 ，將香港利益和國家利
益有機結合起來，思考問題才會
更加全面，制定政策才能更加科
學，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古人說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

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說的

是同樣道理。
越多公務員參加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對香港推動良政善治的
幫助越大，當然，研習以實效為
前提。研習不是走馬觀花，淺嘗
輒止；公務員去內地不能到此一
遊，完成任務，而是要入心入
腦，活學活用，學以致用，真正
發揮作用。

隨着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特區與內地尤其大灣區
的合作越來越多，官方交流越來
越頻密。今年4月份，行政長官更
率領立法會議員訪問大灣區四個
內地城市，大家都覺得頗有收
穫。這類的互訪也是體驗和學習
的過程。另外，中共二十大及全
國 「兩會」 召開後，香港也舉行
學習活動，這樣的學習成為常態
是好事，同時更要注重 「以結果
為導向」 ，避免流於形式。

我們期待，越來越多的公務
員通過參加國情研習班，不斷提
升水平，為香港新飛
躍貢獻力量。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接受大公
報訪問，透露特區政府正聯同公署研究
修訂私隱條例，擬參考歐盟做法，將罰
款與企業營業額掛鈎，罰款隨時達到
「億億聲」 ，提升阻嚇力。的確，相對
於西方國家普遍收緊法例，加重處罰網
絡侵權的力度，香港有關法例明顯過
時，有如 「無牙老虎」 ，導致一些網絡
平台有恃無恐。現在是時候亡羊補牢，
發出強有力信號了。

私隱專員公署去年接獲105宗資料
外洩事故通報，涉及黑客入侵、遺失文
件或便攜式裝置、經傳真及電郵意外披
露個人資料等，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
公署早前公布十大網購平台的調查報
告，發現所有網購平台都設置了追蹤用
戶的功能，並將這些資料交予關連公
司，或者第三方廣告商。網購平台回覆
查詢時，或輕描淡寫，或顧左右而言
他，拒絕匯報實際掌握個人資料的數字
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數據，香港的個人資
料外洩情況到底有多嚴重，只有天曉
得！

不少市民或認為自己只是普通人，
個人資料沒有什麼價值。但事實並非如

此，在大數據時代，涉及個人私隱的資
料如姓名、年齡、職業、住址、收入水
平、購物傾向、行蹤方位等等，全部有
價有市。網絡平台收集及使用個人資
料，用於商業推廣，牟取私利，而且很
多是在用戶不知情情況下進行，侵犯了
個人權利。有關數據被不法分子竊取，
為網絡犯罪提供可乘之機，這就是香港
電騙案越演越烈的其中一個原因。這些
數據若被別有用心的國家和組織使用，
更可能威脅國家安全。

在大數據時代，收緊條例確保大數
據安全是大勢所趨，西方國家走在前
列。早在2018年，歐盟就通過號稱史上
最嚴厲《通用數據保障條例》，如果保
護個人資料不力，輕者可被罰1000萬歐
元或對上一年全球營業收入的2%；重
者可被罰2000萬歐元，或全球營業額的
4%，以較高者為準。歐盟國家說到做
到，如2021年，盧森堡對亞馬遜公司處
以7.46億歐元罰款，Meta及旗下公司也
曾多次受罰。過去兩年內，愛爾蘭對
facebook和WhatsApp等平台開出四筆罰
單，金額從2.25億至4.05億歐元不等。
最近一次罰款是在上月，歐盟有關官員

指出： 「破紀錄的罰款是對企業的一個
強有力信號，即嚴重侵權行為後果嚴
重。」 事實上，美國對於網絡侵權的處
罰一樣不手軟，罰款額往往數以億計。

相比歐美在保護數據方面的雷厲風
行，香港的處罰機制何止 「小兒科」 ，
簡直是 「溫柔」 。在香港對於違規者，
私隱公署發出警告，如果不糾正，即屬
刑事罪行，不過初次違規最高罰款只是
區區5萬元及監禁2年，每日罰款1000
元；若再犯，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
年，每日罰款2000元，對收入龐大的網
絡巨企而言，根本不當一回事，形成了
「罰款當成本」 機制，與其說這是處
罰，不如說是變相鼓勵。更有甚者，那
些網絡巨企為阻撓香港收緊私隱條例，
曾威脅稱 「撤出香港」 云云，與其在其
他地區乖乖接受被罰形成鮮明對比。

一言以蔽之，香港有關條例大幅落
伍於時代，既不利保護個人權利，也不
利保障大數據安全，更妨礙香港推動數
字經濟發展。特區政府及有關部門是時
候修訂條例，為 「無牙老虎」 裝上 「真
牙齒 」 了。只有讓違法違規者感到
「痛」 ，才能收阻嚇之效。

荔枝窩

吉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