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佳節，一輛輛
載滿供港新鮮蔬菜、肉

類的貨車忙碌地駛往香港市場，假期也
「不打烊」 。 「魚貴在鮮，鮮活的魚肉
品質是我們公司主供港澳的 『金字招
牌』 ，春節期間海關高效檢疫監管大大
提高了塘魚的鮮活度。」 生生農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報關經理陳智華介紹，順
德海心沙水產養殖場主要養殖鯇魚、鯪
魚、鯽魚、桂花魚、加州鱸等淡水魚
類，都是順德特色供港澳優勢農產品。
他表示，春節期間，公司每天供應港澳
的活魚比平時明顯增多，但供應速度依
然快速，半天左右就運到香港。

春節期間，講究意頭的港人，聚餐
期間少不了一碟象徵 「年年有餘」 的
魚。中山水出塘魚部經理丁紅亮介紹，
春節期間供港淡水活魚量保持穩中有
增。整個廣東省每天出口香港的淡水活
魚達到120噸左右，其中，中山水出就佔

據了超四分之一。
「隨着預製菜產業的發展，近一兩

年來，我們生產的預製魚餅、魚丸、酸
菜魚等產品也開始銷往香港。」 丁紅亮
介紹，由於香港的人工費用高，製作便
捷快速且口味上乘的預製菜，愈來愈受
香港餐廳的歡迎。他說，公司根據香港
市場需求，已經新增了不少設備，如全

自動液氮冷凍設備、魚腐油炸機、燒賣
自動製作機等。

內地設「綠色通道」加快蔬菜驗放
新春期間，港人餐桌也少不了品類

豐富的供港蔬菜。廣東好鮮源農產品有
限公司經理陳金輝表示，他們供港澳蔬
菜種植基地90畝，目前基地以春菜、小
白菜、菜心和辣椒等葉類及茄果類蔬菜
為主要品種，每天有逾3噸葉菜送往香港
市場。為守護港澳同胞春節期間「菜籃
子」供應，他們農場還安排了專人值班，
保證每日採摘和供應量。不僅如此，海
關部門也做了大量的保障工作。普寧海
關查檢科科長陳永燊表示：「針對新鮮蔬
菜不易保存的特點，我們開設供港澳蔬
菜『綠色通道』，提供提前申報、預約監
管等便利化措施，確保蔬菜能快速驗
放、全程『零等待』『零滯留』。」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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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晚和新春期間，家家戶戶準備團年飯與
新春聚餐，食物需求上升。大公報記者走訪街
市，見食材價格相對穩定。有供港活豬供應商
表示，新春前已與過百間豬場聯繫，通過自家
的車隊保障新春供應穩定。冰鮮禽畜業團體表
示，新年期間有12萬至14萬隻冰鮮雞運到香
港，運輸流程暢通，認為疫情後政府調整跨境
貨車的安排，讓運輸變得更便捷。

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
吳永恩表示，新春期間食
物供應穩定，入貨成本沒
有上升，近年亦見供港食
品的安全系數不斷上升。

兩地運輸優化 春節供港食品快穩平
業界積極溝通 確保農副產品供應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責任編輯：鄭小萍 杜樂民 美術編輯：鍾偉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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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推動食安互認 助港食品打入內地
內地供港的菜、肉

等新鮮食物，保障了港
人新年期間的食物供應，而香港製造的
產品亦可豐富內地居民逢年過節的禮物
選擇，舉例香港製造的蛋卷、臘味、參
茸海味等產品，是不少大灣區內地城市
居民在節日的送禮佳品。有本地糧油行
負責人表示，本港食品業應向高質化發
展，適應高端市場。有食品批發業界團
體認為，推動政府與內地商討食品安全
機制互認，有助本港食品流入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市場。

向高質化發展適應高端市場
通泰行負責人李豐年表示，香港食

品業若希望在大灣區尋求發展，應當找
準定位，向高質化發展。現時內地是食
品供應的主要來源，價格亦較香港低
廉，香港食品業想融入大灣區內地城市
發展，應向高質化、高價值的方向發
展，例如通過加工、認證等方式，為產
品附加價值，都是打開高端市場的方

式。
香港食品委員會會長吳永恩表示，

若內地和香港的食品安全機制得到互
認，實現標準統一，相信有助本港的食
品業更多地進入內地。目前進入內地市
場的港產食物，最受歡迎的當屬月餅，
是全國公認的 「硬通貨」 。他說協會正
與政府積極溝通，推動兩地食品安全機
制互認，亦建議希望融入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食品業企業，積極研究政策和市場
尋求發展機會。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

統一標準

春節不打烊 順德活魚半天到港

▲新春佳節，載滿供港新鮮蔬菜、肉類
的貨車依然不停歇地供應香港市場。圖
為內地海關部門抽檢供港蔬菜。

▲五豐行新春前已與過百間內地養豬場溝通，
事先組織貨源，確保內地豬肉穩定供應。

◀新年期間街市食物價格未見大幅浮動，總體
價格維持穩定。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攝

源源不絕

「快啲買餸返屋企啦，過年食
好啲！」 大公報記者在歲晚和新春期
間，走訪牛頭角的街市，見市民趕在
晚飯前買好材料，準備與家人共享佳
餚。菜心、豆苗仍是大家餐桌上的
「常客」 ，價錢上浮兩至四元不等，
生菜和菠菜等平均價格上升一至兩
元，總體維持相對穩定。菜檔檔主陳
姨告訴記者，新年期間預計會休息一
至兩日，因此菜價較平日輕微上調，
入貨成本則與平日相若。而豬肉、雞
肉價格與平日相較平均上升約一成，
不少檔主為度新歲而增加入貨量。

「點對點」運送禽畜蔬菜
新春期間的食物供應和價格維

持平穩，離不開內地供港農副產品
的穩定供應。現時香港的農副產
品，尤其是鮮活食品，主要來自內
地，每日有數以千噸的蔬菜、冰鮮
肉類、豬隻由全國各地運來香港，
守護着700多萬香港同胞的 「生命
線」 。以2023年為例，每天內地供
港的蔬菜有約2300公噸，供港冰鮮
肉類和家禽達27萬公斤，每日運入
香港的活豬約2800頭。即使在疫情
三年期間，內地供港的食物仍力排
萬難維穩供應。

五豐行承擔內地供港活豬總數
的五成，以及全數的供港活牛，並負
責上水和荃灣的兩間屠房經營。華潤
五豐香港事業部總經理趙俊接受《大
公報》訪問表示，新春前已與過百間
內地養豬場溝通，事先組織貨源，並
提前根據香港市場需要和供應鏈情
況，制訂供應計劃，透過自家的冷鏈
車隊安排活豬以合適的價格供港，應
對新春期間市民的需要。疫情期間，
五豐行亦安排38位具有專業資格的
屠宰生產線專家來港，進駐旗下上水

屠房，緩解上水屠房屠宰生產線人手
不足的問題，恢復屠房正常運作，恢
復對市場的鮮肉供應。

雞是港人新春的必備食材，冰
鮮禽畜業商會郭時興表示，春節期間
因應市民需要加大供應，每日有12
萬至14萬隻冰鮮雞經文錦渡、港珠
澳大橋等陸路口岸被運入香港，新春
期間供貨保持平穩，入貨成本無顯著
變化。他表示，清關等運輸流程在疫
情後得到優化，疫情期間需要在接駁
點接貨，一天大約只能運一轉，現時
在政府批准 「點對點」 的運輸後，進
貨流程更為通暢，一天可以跑兩轉，
時間也縮短了許多。

種類續增多質量進一步提升
香港食品委員會由本港主要食

品團體與廠商組成，涵蓋多個食品行
業。該會主席吳永恩接受《大公報》
訪問表示，新春期間內地食物供港穩
定，極端天氣對供應端的影響不大，
入貨價格亦保持相對平穩，較疫情期
間的價格已回落。他指出，近年見到
供港食物的安全系數不斷上升，相信
因應大灣區的發展，未來內地進口香
港的農副產品的種類會繼續增多，供
港食品質量會進一步提升。

內地一直是香港農副產品，特
別是鮮活食品的主要來源地。上世紀
60年代，國家的 「三趟快車」 （即
編號為751、753及755的快車）向
香港源源不斷地提供食物。香港回歸
後，內地與香港建立了完善的聯合保
障機制，向香港輸送各類特色優質食
品農產品。三年疫情期間，商務部、
海關總署和內地有關部委亦成立專
班，開通多條新的水路運輸，以及優
化陸路接駁確保農副產品的穩定供
港。

活力之都

龍眠山

大 年 初 五 ， 適 逢 西 方 情 人
節，一顆巨型紅心在中環緩緩升
起，為龍年春節增添了喜慶和
浪漫色彩。前來主禮的行政長官
李家超及夫人成為在這顆巨大紅
心旁自拍的首對情侶。

Chubby Hearts Hong Kong活
動是香港新年舉辦的眾多盛事之
一，這也是今年首個獲得盛事基
金重點資助的項目。活動由昨日
開始一直延至元宵節，即橫跨西
方情人節和中國情人節，因此這
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體現。

有關裝置多年前首次在倫敦
展出。今次在香港展出的紅心直
徑達12米，為倫敦展出裝置的4
倍。除了主紅心在中環展出，還
有直徑約3米的小紅心在全港多個
地方閃現，為大家製造驚喜。設
計師安雅．希德瑪芝指出，香港
是她最喜歡的城市之一，將Chub-
by Hearts帶到這裏一直是她的願
望，希望這些裝置能為香港這個
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城市帶來微笑
和驚喜，同時傳播快樂。

龍 年 的 春 節 ， 香 港 熱 鬧 非
凡，活力四射。初一花車巡遊、
初二煙花匯演、初三賀歲馬、初
四賀歲盃……凸顯香港的盛事之
都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賀歲
盃， 「香港明星隊」 迎戰由17名國
際足壇名宿組成的 「國際明星
隊」 ，以 「十全十美」 的10個入球
回饋球迷，現場歡聲雷動。一眾
球星與一般遊客一樣，在香港看
煙花、入馬場、到風景名勝拍照
留念，玩得不亦樂乎。其中西班
牙球星大衛韋拿表示，這是他第
二次訪港， 「有回家的感覺，因
為人們總是熱烈歡迎我，我在這
裏非常開心，一定會再到訪。」

香港是獨一無二的，外國人
到這裏體驗中華文化，內地人到
這裏感受西方文化，東西方文化
交融是香港的獨特魅力所在，也
是創意與活力的源泉。香港有必
要好好抓住這一獨一無二的優
勢，充分挖掘，充分利用，做大
做 強 ， 助 力 香 港 繁
榮。

香港國際法律服務樞紐地位不斷提升
龍年的春節，香港喜事連連。律政

司司長林定國昨日表示，國際調解院總
部將落戶香港。這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
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
法律組織，也將是首個總部設在香港的
政府間國際組織，充分彰顯國家對香港
的信任和支持，彰顯香港在 「一國兩
制」 下的獨特地位，體現香港專業服務
能為全球法律和爭議服務作出貢獻。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是世界百年變局
之下、中國發展不可逆轉的結果。首
先，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
出口和直接投資來源國，第二大進口國
和直接投資目的地，頻繁的對外交往意
味着糾紛不可避免；其次，中國社會強
調 「以和為貴」 ，通過溝通、協調來尋
找各方都能接受的爭議解決方案，國際
調解院致力於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決糾
紛爭端，這是對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
的補充，為相關國家和企業提供另一個
解決爭端的渠道，從中折射出不斷擴大
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是有跡
可循。 「十四五」 規劃賦予香港 「八大
中心」 定位，包括要成為亞太地區國際

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去年初，國
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成立，中央
和各國簽署籌建國際調解院的聲明提
及，期望在調解院成立後，香港的籌備
辦公室能成為調解秘書處及總部。近
日，《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政府間談
判會議在香港舉行，各方協商後作出一
致決定，在國際調解院成立後，東道國
為中國，總部所在地為中國香港特區。

從國際調解院將籌備辦公室設在香
港，到其正式落戶香港，背後離不開中
央的大力支持，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定
靠山，這決不是一句空話。至於國際調
解院總部的地址，設在舊灣仔警署是最
好的選擇。林定國昨日表示，特區政府
月底將會就改建舊灣仔警署為國際調解
院的工程，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爭取
議員支持。有關改建工程將只爭朝夕，
最快於2025年完成後就正式投入運作。

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不單是因
為中央支持，也因為香港有這個條件和
資格。香港是法治之區，在相關國際排
行榜上一直位居前列；香港也是中國唯
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擁有大量的法
律專業人才，擁有豐富的爭議解決和仲

裁服務經驗。有關爭議在香港協調、解
決，具有足夠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容易
得到各方的認同。

事實證明，香港回歸祖國後，包括
法律制度在內的固有優勢非但沒有削
弱，反而在中央支持下得到進一步鞏固
和發展，東方之珠更加璀璨。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
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兩次提及 「普通
法」 ，在談到 「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
位和優勢」 時，習主席強調要 「保持普
通法制度」 ，反映普通法制度不僅為香
港市民所珍視，也為中央所珍視。

香港成為國際調解院的總部，這是
香港在龍年春節收到的最大 「禮包」 ，
意義深遠。它再一次向國際社會傳遞出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特區的訊息，也
傳遞出國際社會充分認可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以及高度信任香港
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訊息，必將進一
步鞏固香港社會對未來的信心，增添戰
勝挑戰、迎難而上的勇氣。莫大榮譽意
味着重大的責任，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要不負中央所託和國際社會認可，精誠
團結，全力建好調解院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