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連3日香港國
際 七 人 欖 球 賽

（ 「七欖」 ）昨日在香
港大球場揭幕，賽會宣布4萬張賽事門票
全數售罄，再次顯示香港體育盛事優勢。
同日，有立法會議員亦建議當局發展運動
旅遊，並提出完善推廣體育旅遊架構、打
造大灣區運動旅遊灣區及打造運動旅遊產
品。

「七欖」 不但是香港的體育盛事，更
已成為全球體育盛事，每一屆都吸引大
批旅客來港觀賽，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
濟效益。發展盛事經濟不能眉毛鬍子一
把抓，也不能包打天下，要有主次、有
先後，將好鋼用在刀刃上。香港最能夠
吸引外國旅客的盛事，其中之一就是國
際性體育項目。政府應該發揮好香港體
育盛事優勢，主動爭取更多國際大賽落
戶，並且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共同協辦大型項目，打造更多體育產
品，繼 「硬聯通」 、 「軟聯通」 之後，
積極推進大灣區 「盛事聯通」 ，提升香
港以至整個大灣聯通的旅遊吸引力和競

爭力。
今屆 「七欖」 別具意義，既是在大球

場舉辦的第30周年，也是最後一次在大球
場舉行，明年將移師啟德體育園，因而吸
引大批球迷入場觀賽。 「七欖」 的一個特
點，是對外國球迷和旅客有着較大的吸引
力，今年海外門票銷量就佔總銷量逾
40%，比去年的23%為多，大批高消費
力的外國旅客因比賽而來香港，保守估計
將為旅遊酒店餐飲業帶來約4億元收入，
並且帶來各種經濟和宣傳效益，充分顯示
了盛事經濟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全力打造有香港特色的活動
「七欖」 的成功，在於主辦方籌辦得

力，不但比賽舉行得井然有序，具可觀
性，而且善於宣傳營銷，成功營造出好
玩、好客的氛圍，成為不少遊客每年必到
的盛事，連帶為香港帶來龐大的客源。這
對於香港發展盛事經濟具有重大參考意
義：

一是提示 「盛事經濟」 的成功，必須
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多元文化優勢。

這是香港獨特的風貌，也是其他城市難以
企及的地方。香港打造的所有 「盛事」 ，
都必須體現這種文化優勢，而不是趕時
髦，不是別人搞什麼我們照辦煮碗的去
搞。必須認清香港獨特優勢，發揚好香港
獨特文化優勢。

二是體育項目是香港最具競爭力的盛
事。除了 「七欖」 之外，香港其他體育盛
事同樣受到國際矚目，例如全球最大規模
的職業高球盛事 「LIV Golf職業巡迴
賽」 ，今年首設香港站成為城中熱話；又
如世界最頂尖的國際騎師錦標賽，以至馬
拉松、單車等國際賽事，都吸引不少旅客
來港觀賞。之前美職球隊國際邁亞密的足
球表演賽雖然引發爭議，但賽事確實引起
國際關注，也為本港不同行業帶來人氣和
生意，這也是事實。說明香港在體育盛
事特別是國際體育賽事上，具有較強優
勢。

現在香港要通過推動 「盛事經濟」 ，
帶來人流人氣，為內需市場注入客源，這
個大方向是正確的，全世界大多數經濟體
也在做，包括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香港

要突圍，必須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包括中
西文化交匯的優勢，旅客來港喜歡的是香
港文化景點，而不是人造的所謂打卡點，
如何經營這些景點需要政府和業界好好研
究。又如推動香港體育盛事，香港已經有
豐富的經驗，而且香港在劍擊、壁球、桌
球、海上活動等項目都有出色表現，具有
發展體育盛事的條件，當前有三方面的工
作需要推進。

一是打造更多國際體育盛事品牌。國
際七人欖球賽的成功，正是品牌打造的一
個成功案例，對於這樣的盛事品牌香港是
多多益善。特區政府應與業界大力打造更
多品牌，集中資源籌辦優質項目，例如高
爾夫球、國際性的足球表演賽，以及具有
中國特色的太極、詠春、舞獅等，都可以
打造成香港的體育盛事項目。

「盛事聯通」提升灣區吸引力
二是加強賽事配套。本港要吸引更多

國際體育賽事落戶，現在最大問題在於場
地和人手。啟德體育園預計今年第四季進
行測試後啟用，主場館能容納約50000個

座位，室內運動場館亦有約10000個座
位，有助紓緩香港盛事場地不足的問題，
但同時，香港也需要發展或重建更多運
動展覽場地，以滿足本港發展盛事經濟
的硬件所需，例如在北部都會區有大量
土地，可以打造更多的盛事場地。至於
在人手方面，盛事經濟是勞動密集型行
業，政府去年接連擴大 「人才清單」 和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令更多行業可
以申請輸入人才，有關計劃應該繼續推
動。

三是發展 「盛事經濟」 應有灣區思
維，充分用好大灣區優勢。粵港澳大灣區
具有龐大的市場，強勁的消費群體以及完
善的體育場館，與香港具有很強的協同效
應，香港應與大灣區各市共同打造大灣區
的體育盛事，例如舉辦大灣區單車賽，讓
選手可以在大灣區內巡環作賽；又如三地
共同申辦國際賽事，並且積極推進與大灣
區硬件設施共享等。同時，香港也可以積
極爭取更多國家隊的比賽在香港舉行，提
升香港的體育盛事吸引力。

資深評論員

發揮香港體育盛事優勢 造品牌強配套聯灣區
銳評
卓 偉

自由亞洲電台以
「謠言製造機」 聞

名於世，一周前剛借 「關
閉香港辦事處」 的聲明，抹黑香港。才過了
幾天，該機構又刊出題為 「香港轉口港地位
或將被除名」 的所謂報道，公然造謠抹黑香
港航運業發展，並藉機攻擊香港國安條例通
過後的發展現狀。這篇所謂的 「報道」 再次
暴露其本質，但這種 「低級黑」 除了能滿足
反中亂港勢力自我意淫外，根本無法挽救其
公信力破產的事實。

在這篇聳人聽聞的 「報道」 中，自由亞
洲電台極盡誇張之能事，什麼 「國際航運業
正在放棄香港」 、 「把香港從轉口港除名」
云云，有多極端就多極端。但所有這些結論，
皆是出自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行政總裁德
里之口，而這位 「美國專家」 所持的理由是：
「隨着中國逐步干預，香港已不再獨立自主。
我指的是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外國人因《國安
法》被捕，現在香港的法治比以前更任意妄
為了。」

套路早被港人看穿看透
這種回答實在是令人感到可笑。這也是

再次說明，自由亞洲電台根本不在乎什麼是
客觀事實，所有的報道或評論，目的只有一
個，就是要服務於美國當局 「以港遏華」 的
策略。該機構以為，通過造謠香港 「航運業
地位不保」 就能達到否定香港國安條例、破
壞香港發展、離間香港社會的目的。這種套
路，該機構在香港28年的運作歷史，早已用
了無數次，也早被港人看穿看透。

那麼，香港航運業真的 「不行」 嗎？客
觀事實可以提供答案。雖然香港貨櫃吞吐量
的確錄得下跌，但這是受全球大環境以及外
國航運企業加強壟斷等因素的影響，與香港
國安立法無關。更重要的是，在激烈競爭之
下，香港仍擁有巨大優勢，底氣足，後勁強。

正如昨日運輸及物流局所指出，香港港
口作為中國唯一的自由免稅港，擁有清關快、
效率高、深水 「補時港」 、穩定營商環境及
完善的法律體制等優勢。按上海航運交易所

的資料，2023年遠洋國際貨櫃船在香港港
口停留的平均時間為0.95天，遠低於世界前
20大貨櫃港口的平均值1.85天，顯示香港港
口的高效處理能力。

而根據英國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的調查，
香港是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的第三位，僅次
於倫敦及新加坡。香港的船舶註冊廣受國際
認可，以總噸位計全球排行第四位。香港註
冊船舶在全球的港口國監督滯留率甚低，
2023年的滯留率為0.81%，遠低於全球的
平均數（3.39%）。

這些事實說明，香港航運業雖然面臨各
種挑戰，但絕非自由亞洲電台所形容的 「被
放棄」 、 「被除名」 。去年底，特區政府公
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從四
個方向，即增強港口競爭力、發展高增值海
運服務、加強宣傳香港海運品牌和培育人才、
強化對香港海運港口局的支援，提出十大
策略和32項行動措施，以支持香港海運及
港口業的持續發展，提升業界的長遠競爭力。

自由亞洲電台 「謠言製造機」 的名號並
不是 「浪得虛名」 ，各種造謠技巧運用得十
分嫺熟。在上述 「報道」 中，該機構在抹黑
香港航運業的同時，也將幾間律師行削減辦
公場地的新聞放在一塊，意圖達到國安條例
通過後香港各行各業 「不保」 的印象。

但事實又如何呢？自由亞洲電台在文中
列舉的幾位業界人士的回答，實際是在 「打
臉」 該機構。例如，的近律師行的發言人指，
該公司決定削減辦公空間是想 「合理化利用
空間」 ，希望推廣無紙化的環境和靈活的工
作方式。而Lateral Link的亞洲法律人力資
源顧問也表示，中國本地精英律師事務所的
表現優良且收費較平，搶去不少跨國事務所
的生意；但預計，當跨境商業活動再次增加，
跨國公司又會蓬勃發展，所以在大中華區開
展業務的美國律師事務所都 「陷入困境」 的
說法並不全面。

自由亞洲電台造謠的力度越大，也就越
離倒閉近一日。畢竟，對於美國 「金主爸爸」
而言，這個機構已成了包袱，誰願意繼續背
這個爛包袱下去呢？

台灣觀察
蘇 虹

議論風生
蔡黃玲玲

台灣地區花蓮縣日前發生25年來最強
烈的地震，至今已造成10人死亡，千餘人
受傷。地震發生後，大陸方面第一時間表
示密切關注災情，並提出願意提供援助。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台灣方面竟然出於
政治考量，粗魯拒絕大陸善意。災難面前，
兩岸團結一致抗擊自然災害本是正常之舉，
但台當局視民眾生命如草芥，根本就不顧
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危。顯然，地震引發的
「政治次生災難」 正在貽害台灣民眾。

據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4月3日上
午7時58分，台灣花蓮縣海域發生黎克特制
7.3級地震，全台都感到震動，搖晃感維持

至少1分鐘，島內多地發生災情，重災區花
蓮縣多幢大樓發生嚴重傾斜，民房坍塌。
截至5日晚上9時，地震已造成10人遇難、
1133人受傷，636人受困，仍有10人失
聯。

冷待大陸的善意與關懷
花蓮地震，大陸部分地區亦有強烈震

感，更強烈的是大陸對台灣民眾的牽掛。
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後，本着 「兩岸一
家親」 的原則，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表示，
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切，向遭受災的台灣
同胞表示誠摯慰問，將關注災情和後續情
況，願意提供救災協助。

事實上，每次台灣發生地震、水災等
自然災害，大陸方面都第一時間表達願意
提供救災協助的善意與誠意，以及表達對
台灣民眾的關懷。過去大陸救援隊曾多次

馳援台灣地震災區，救出大量受困民眾，
這充分表達了兩岸 「血濃於水」 的深情，
也證明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多一份力
量就多一份生機、多一份希望。

然而，對大陸方面的滿心誠意，台灣
「陸委會」 冷冰冰地表示， 「對於陸方關
切表示感謝，沒有需要陸方協助救災的需
求。」 令人不解的是，台當局對日方的態
度卻上換了一副面孔，表示對日方的關懷
及援助 「誠摯感謝」 的同時，還不忘粉飾
一下 「台日友好」 ： 「期盼台日友誼長存，
未來一同在國際間擴散 『善的循環』 ，成
為國際社會中溫暖堅韌的力量。」

對此，台灣媒體人陳揮文痛批， 「在
地震這個節骨眼上， 『陸委會』 還要認知
作戰一下，把大陸修理一下，也覺得很開
心。」 更有網友認為，民進黨當局粗暴拒
絕大陸善意，反映出有些人冷血、冷酷的

本性，災難面前考慮的根本不是民眾的生
命安危，而是自己的政治私利。

政治私利凌駕民眾生命
此次花蓮地震由於發生在早上，島內

多個地區的民眾在睡夢中被驚醒，一些民
眾在驚魂未定時發現，震感如此強烈，卻
沒有收到當局發出的警報。事後，台灣氣
象部門證實，確實沒有對桃園市、新北市、
台北市、基隆市等地發布地震警報，並給
出了 「預估震級」 不足的解釋。7.3級地震
竟然是 「震級不足」 ，這種蒼白的解釋讓
民眾鄂然，也心生諸多疑問。

有人立即想到台灣地區選舉前，大陸
正常發射衛星時，台當局驟然弄得島內警
報大作、人心惶惶的一幕，人們在質疑警
報發送標準的同時，有人道破島內警報儼
然成為政治工具，只要能煽動 「反中仇

中」 的情緒，警報隨時可以響，否則，即
便是發生7.3級地震，依然 「震級等級」
不足。

更匪夷所思的是，花蓮地震後，台防
衛部門寧可將精力放在緊盯所謂的台海 「危
機」 。雖然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下令部
隊緊急出動救災，但相關部門卻表現冷漠，
行動緩慢。

在事關台灣民眾生命財產安危的自然
災難面前，民進黨當局考慮的不是如何更
快更好救助民眾，而是對大陸表態惡意揣
測，多番拒絕，將政治私利凌駕於民眾生
命之上，這種政治算計嚴重傷害了兩岸民
眾的感情。民進黨當局凡事 「政治掛帥」
與 「反中抗中」 意識形態作祟的嘴臉，也
成此次地震的 「政治次生災害」 ，對島內
民眾貽害匪淺。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年開端看兩
會，學習宣傳貫徹好全國兩會精神，
對於香港把握新機遇，打開新局面，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我認為今年兩
會精神主要突出 「信心、關心、決心」
三方面。一是增強香港各界對國家發
展的信心。過去一年，我國各項事業
取得巨大成就，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
的火車頭，放眼全球，仍然是 「風景
這邊獨好」 。新的一年，中央工作部
署措施有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擴大
高水準對外開放等十項重點工作，也
為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更好發
揮作用指明了方向。可以說，成績鼓
舞人心，前景催人奮進。

二是傳遞國家對香港一如既往的
關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支援香
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積
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等。兩會
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丁薛祥與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
員共商國是時，帶來了習近平主席和
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囑託，中央高度
重視並全力支援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和
優勢。作為港區委員，我們要向各界
傳遞好國家對香港的關心關愛，更
好凝聚香港社會各界搶抓機遇、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共識。

「心」貼近才能「身」融入
三是堅定香港各界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決心。就在不久前，我們期待
了26年多之久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
法完成，接下來，香港拚經濟謀發展
的基礎更加牢固。在國家發展新質生
產力、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等重大發
展機遇面前，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香港可以更好發揮國際金融中心、
創科中心等優勢，發揮 「超級聯繫人」

作用。
無論是增強香港各界對國家發展

的信心，傳遞國家對香港一如既往的
關心，還是堅定香港各界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的決心，一切都需要從 「心」
開始。 「心」 貼近，才能 「身」 融入。
我理解，這顆 「心」 ，首先是內心裏
對國家和民族身份的認同，是堅定不
移愛國愛港的情懷。政府工作報告描
繪了國家發展的藍圖，也指明了香港
發展的機遇，這不僅是香港社會各界
的機遇，更是香港年輕一代的機遇。
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加強香港青少
年愛國主義教育，對助力香港未來發
展具有重要意義。

之所以如此關注香港青少年的愛
國主義教育，我也經歷了 「痛心、暖
心、安心」 的過程。痛心的是，2019
年的修例風波，香港一些年輕人因為
被誤導而斷送了前程。由於香港國民
教育體制的不完善，造成部分年輕一
代對國家的觀念相對薄弱，很容易受
到內外反華勢力的挑唆和利用。那段
時間，看到黑衣暴徒阻塞道路、對無
辜市民和商戶進行毆打和破壞，令人
無比憤慨，作為一個母親，我更是痛
心疾首、寢食難安，為年輕人被誤導
而斷送前程感到痛惜。

暖心的是，在過去開展香港青年
愛國主義教育過程中，收穫了很多感
動。我曾到一所中學宣講，介紹我國
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成果和個人體會，
當學生們了解到祖國的強大，我看到
了他們眼裏的光。我還以各種形式開
展了一系列以愛國教育、弘揚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為主題的活動，確保這些
基金資助下的學校每天升國旗奏唱國
歌，並將這些活動經常化進行，取得
很好的效果。

安心的是，2024年的第一天，香
港愛國主義教育翻開了嶄新的篇章。
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
教育法》正式施行。該法第23條明確
規定，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

育和 「一國兩制」 實踐教育，增強港
澳同胞的愛國精神，自覺維護國家主
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天，香港
多所高校和中小學舉辦升旗儀式，五
星紅旗冉冉升起，拉開了新一年香港
大力推進愛國主義教育的序幕。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多
次提到 「愛國主義」 這一關鍵詞，並
決定成立 「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
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
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讓家國之情融入生活裏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特區政府的

大力推動下，香港愛國主義教育將進
一步走深走實。另一方面，我們也應
該看到，愛國主義教育是一個不斷內
化、不斷強化的過程，需要香港社會
各界矢志不渝、共同努力，不斷提升
愛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效果。對此，我
有幾點建議：

一是將愛國主義教育全面融入課
堂。比如盡快推動落實小學人文科課
程，潛移默化增強孩子對祖國的認識
和了解。比如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相關內容納入大中學生課堂，開展實
地研學，讓青少年盡早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二是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社會
實踐。比如將愛國主義教育與旅遊，
與實習、創業等深度結合，引導香港
青年在社會實踐中感悟中華文化、激
發愛國熱情。三是將愛國主義教育融
入日常生活。通過傳統節日民俗，比
如春節寫春聯，讓香港青少年感受傳
統文化魅力；通過國潮文創用品，比
如漢服、動漫等，引導香港青少年探
尋中華文化之源。

愛國，是一種情感，也是一種責
任和使命。當家國之情融入香港青少
年心中，融入他們的生活裏，就一定
能促使他們正確認識香港與國家的關
係、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擔當起每一代人的責任
和使命。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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