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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道：昨日是復活
節假期的最後一天，外遊市民陸續返港，入境處
早前預料昨日是入境高峰。截至昨晚9時，各口岸
有79.8萬人次出入境，當中入境有49.1萬人次，
約42.6萬人次是香港居民，各口岸運作大致暢
順。經羅湖口岸入境人次最多，超過8.9萬；其次
是落馬洲支線口岸，約有8萬多人次，另外，各口
岸有超過30萬人次出境。

各口岸人潮下午陸續增加
運輸署早前表示，預料昨日長假期的最後一

天，下午開始會有較多旅客使用陸路口岸或機場
回港，特別是使用港珠澳大橋，預計往香港交通
將會十分繁忙，呼籲旅客和駕駛者預早妥善規劃
行程，並預留充裕交通時間。運輸署預早指示跨
境巴士服務營辦商、本地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及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營辦商等加強服務，以應對
旅客的高峰時段，並密切監察各陸路口岸及機場
的交通運作情況。

深圳灣口岸在昨日下午開始陸續大批市民返
港，口岸對出的空地架設鐵馬陣疏導人流。有直

通巴站一度出現候車人龍，惟班次頻密，人潮很
快消散。有登上直通巴返港的女士表示，只等了
五分鐘巴士，整個過關過程很暢順，毋須等候。

港珠澳大橋口岸人流下午開始增多，金巴車
站入夜後出現人龍，在場職員協助疏導。返港的
陳先生表示，提前兩小時起行，登上金巴時間跟
預算一樣，沒有延誤，過關非常順暢。

羅湖口岸最多人使用，下午開始出現回港人

潮，港鐵在復活節假期間都在抵港大堂拉起紅色
分隔帶，方便管理人流。惟港鐵在傍晚最繁忙時
間仍然入閘暢順，大堂也不太擁擠。有入境人士
表示沒有想像中擠迫，人不算太多。

深圳邊檢總站早前預料，昨日中午至晚上10
時為通關高峰，皇崗、福田、羅湖、深圳灣、蓮
塘等深港主要口岸出境方向提前開足查驗通道，
並提醒旅客選擇 「錯時、錯峰出行」 。

長假結束逾42萬港人入境 過關暢順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特區政府 「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 本月成立，首個中國
通史系列展覽 「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 明日（3

日）起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前往現場預覽後，在社交媒體向

市民推介展覽，希望市民可通過150件珍貴文物，更深入認
識國家悠久歷史。

ARAR看夏商周文物看夏商周文物
趣味歷史現眼前趣味歷史現眼前

弘揚中華文化辦弘揚中華文化辦首個展覽明開放首個展覽明開放


飲食零售業須求變
一連4天的復活

節假期昨日結束，出
遊市民紛紛回港，其

間離境的香港人，估
計突破170萬人，創長假期離港人數新高。

大量港人在長假期離港，飲食、零售業受到
直接衝擊，業內人士指日間生意額估計至少減少
兩成，晚間生意更減少四成以上，而且這不是暫
時性，港人在假期北上度假將成新常態，飲食、
零售業必須面對及適應。適者生存是永恆定律，
業主及經營者都必須面對當前形勢，從中找出生
存方法。

北上度假，除了是利用假期讓腦袋及心靈
放空外，內地消費 「平、靚、正」 是主因。對
香港而言， 「平」 是最難實現，租金、工資、
食物成本都難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競爭，減租
難，減工資亦難。香港不能靠 「平」 招徠，唯
有依靠提升質量及開創特色來加強競爭力，就
以香港聞名世界的茶餐廳風味為例，近年冒出
不少有別於傳統模式，高質及性價比高的特色
「茶記」 ，吸引內地客光顧 「打卡」 ，說明求
變才是飲食、零售業生存之道。

透視鏡
蔡樹文

掃一掃有片睇

掃一掃有片睇
◀深圳灣口岸昨日下午
的入境人流持續增加。

▲載着乘客的跨境巴士
出發。

大公報記者鄭雷攝

▲禮樂制度是中原文明高度發展的象徵，這組
編鐘是禮樂制度中 「樂」 的代表之一。

▼

圖
為
商
代
後
期
占
卜
的
刻
辭
卜
骨
，
展

覽
特
別
製
作
了
動
畫
短
片
，
讓
大
家
認
識

卜
骨
上
的
文
字
內
容
。

▼

李
家
超
在
場
館
內
遇
到
參
加
預

覽
的
中
學
生
，
一
起
打
卡
。

李家超昨日與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局長楊潤雄等官員到場預
覽，鼓勵不辭勞苦的同事，並推
介展覽予市民。他其後在社交平
台上發文，感謝河南博物院以及
河南省內十多家文博機構借出逾
150件／套珍貴文物，讓香港市民
和旅客可以認識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禮
制及文化面貌，從中了解中華文明的起源。
除了展出包括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玉
器、陶器、骨器及卜骨等文物，展覽亦結合
現代科技AR（擴增實境，即經全像技術，
透過數碼視覺元素、聲音等，實現與真實世
界的互動效果）等元素增加觀賞趣味，令過
去歷史活現眼前。

河南省借出150文物
李家超說，要培養市民的愛

國情懷，先要增加大家對國家文化
的認識，而學習國家歷史便是最好
的起步點。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本
月成立，將透過籌劃推動中華文化

和歷史的活動、交流和合作，宣揚中華文化
和推廣愛國主義教育，以提升市民的文化自
信，同時增加他們對國
家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他鼓勵市民多參與弘揚
辦的活動，更好認識和
欣賞中華文化的深厚內
涵。

展覽為香港歷史博物館與弘揚中華文化
辦公室協作推出的中國通史系列首個大型展
覽，由特區政府康文署和河南
省文物局聯合主辦，香港歷史
博物館和河南博物院聯合籌
劃。展覽將展出逾150件／套
文物，包括大型及成組的青銅
器、玉器、陶器、骨器及卜骨
等。市民可免費入場參觀。

▲首個中國通史系列展覽──河南夏商
周三代文明展明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
行，李家超昨日到場預覽。

文明展與愛國教育
為什麼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

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始
於何時、傳承過程又是如何？明
天開始、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
的 「天地之中——河南夏商周三
代文明展」 ，將為大家提供答案。

施政報告提出的 「弘揚中華
文化辦公室」 上月成立，今次展
覽是 「弘揚辦」 舉行的首個中國
通史系列展覽，別具意義。展品
共150件（套），由河南省博物館
以及省內十多家博物館借出，涵
蓋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及
骨卜等文物。展覽亦結合現代科
技AR等元素，令遙遠的歷史活靈
活現展示在眼前，增加觀賞的趣
味性。

透過這次文物展覽，市民可
增加對中華歷史文化的認識。譬
如，為何中國的第一個朝代叫做
夏朝？這是因為夏朝的創建者大
禹，其封地在夏，地名成為朝代
的命名。又譬如，為何今次展出
的文物都由河南省借出？這是因
為夏朝和商朝定都今日的河南省
境內，周朝的陪都亦在河南，當
地有關文物最豐富。今次展出的

古代樂器編鐘出土於古代鄭國，
亦在河南境內， 「鄭音」 後來成
為通俗音樂的代名詞。

事實上，培養市民的愛國情
操，首先要加強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而學習國家歷史則是最好的
起步點。當年輕人認識到中華文
明源遠流長，認識到自己的祖先
從何而來，民族自豪感會油然而
生，加深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香港致力發展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既為 「說好中國故
事」 提供重要平台，更能在中國
式現代化的文化復興進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大公報早前以 「助力
文化復興 香港大有作為」 為題
推出系列報道，引起熱烈反響。
李家超日前表示，特區政府將籌
劃推廣中華文化和歷史的活動，
並構建更多文化藝術交流平台，
助力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

今次的展覽，既是一次寶貴
的歷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也
是一次體現香港在文化復興中獨
特角色地位的機會。特區政府對
此高度重視、積極推動落實，值
得點讚。



垃圾收費先行先試 認真務實科學決策
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計劃昨日開

始在全港14個處所啟動，涵蓋政府大
樓、公私營住宅、商場、食肆以及安老
院舍，所有試點會免費獲得指定膠袋和
標籤。特區政府表明，希望通過 「先行
先試」 計劃聆聽市民聲音，了解實際運
作中的困難，視乎結果再作下一步部
署，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事實上，有
關政策影響千家萬戶，必須審慎處理。

世界上不少地方已實施垃圾收費政
策，而取得良好效果的地方有一個共通
點，就是在垃圾分類和回收等配套措施
方面做得好，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香港
推動垃圾收費一波三折，癥結在兩大方
面：一是準備工夫不足，包括至今未做
好垃圾分類和回收、未有足夠的廚餘收
集箱等，一些 「三無大廈」 沒有垃圾
桶，結果樓梯後巷遍布垃圾；二是香港
住宅空間普遍狹窄，基層居民生活壓力
大，垃圾收費對他們來說有 「陳義過
高」 之嫌。過往有關部門對這些實際困
難估計不足，前些年匆匆推動有關政
策，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特區政府早前第二度押後有關政策
實施時間，是面對現實下的務實決定，
也是尊重民意的體現。通過 「先行先
試」 計劃，特區政府可以實地觀察運行

過程的難點和堵點所在，總結經驗。同
時也要看到， 「先行先試」 畢竟屬於試
驗性質，至少存在三點 「先天不足」 。
包括：全港試點數量有限，範圍太小，
試驗結果的代表性不高；計劃採取自願
原則，試點的居民未必百分之百的參
與，參照效果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所
有試點獲免費派發膠袋和標籤，這是沒
有成本的，一旦落實付費，那完全是另
外一種情境。

特區政府承認， 「先行先試」 與實
際情況不同，但希望盡量模擬實際情
況。事實上，現時全港屋邨的廚餘機只
有約300至400部，要在八月前為所有屋
邨裝好廚餘機，並非易事。早前有報道
稱，指定垃圾袋生產進度跟不上。更何
況，大眾接受程度、營商環境等，都是
未知之數。特區政府計劃在今年5月至6
月份，到立法會交代試驗結果。而對於
收費計劃是否在八月如期落實，特區政
府的態度相當謹慎，有關官員表明會視
乎結果再作部署，這為未來的政策調整
留下了想像的空間，也有助於紓緩社會
上的焦慮情緒。

說到底，垃圾收費政策的目標不是
收費，不是所謂 「增加庫房收入」 、
「減少赤字」 ，而是為了減少垃圾，優

化市民的生活空間。然而，由於香港10
多年前推動膠袋收費政策的效果未符預
期，垃圾收費政策也一路伴着爭議而
來。直至今日，社會上對有關政策 「擾
民」 、 「沒有實際效果」 的質疑聲不
斷，要求停止有關政策的呼聲也沒有停
息。對特區政府來說，目前最重要的是
通過 「先行先試」 ，拿到具體數據，用
事實說話。有人建議，特區政府在試行
10天或半個月後就應該進行檢討，增
加透明度，有利科學決策。

「先行先試」 結果如何，目前言之
尚早。如果進展理想，數據具說服力，
自然為大家所樂見。但萬一事與願違，
事實證明香港在很多配套方面仍未能準
備就緒，那就要及時調整優化。爭取最
好的結果，同時要做最壞的打算，特區
政府需要兩手準備，再行定奪。

好的動機未必出現好的結果，這已
為無數事實所證明。特區政府既要積極
有為，更要科學作為，善作善成。歸根
究柢，輿論質疑的是現階段全面收費政
策在香港是否可行，而不是質疑環保大
原則。有道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全
社會同心協力之下，相信香港一定能找
到有效減少垃圾、促進環保的可行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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