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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審計
署新一份審計報告公布，環境及生態局鄉
郊保育辦公室在荔枝窩的新公廁小型改善
工程（見圖），因採用智能設施，工程預
算超支480萬元，成為 「千萬公廁工程」 ，
但啟用僅一個月，就有市民因自動門問題
而被困公廁內。該公署並被發現，空氣淨
化太陽能板未達設計標準。審計署建議，
鄉郊辦借鑒智能公廁建造和運作經驗，為
市民提供更佳服務。

鄉郊辦在荔枝窩建造新公廁的小型改
善工程於2020年9月獲批，預算為850萬
元，其後為提升偏遠鄉郊公廁形象，採用
自動滑門、空氣淨化太陽能板等智能設
施，費用增加480萬元至1330萬元。工程
於去年8月大致完工，11月開始試運行。

審計署表示，留意到僅約一個月後就

出問題，去年12月9日，一名使用者在公廁
的控制板上揮手或按下緊急按鈕，均無法
打開自動滑門，被困10分鐘後，由他人協
助離開廁所。自動門系統於同月21日起停
用，並換為全手動操作。

空氣淨化太陽能板未達標
資料顯示，事發當日舉行香港越野跑

挑戰賽，綠惜地球社區協作總監鄭茹蕙比

賽時，進入智能公廁並被困，用行山杖打
爆緊急開門掣的玻璃，仍未能開門。

審計署並指，該公廁的空氣淨化太陽
能板，採集可再生能源的表現未達標，承
辦商需更換太陽能板，政府毋須承擔額外
費用。

此外，過去三屆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
任期中，鄉郊辦未根據利益申報機制，要
求諮詢委員會主席即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以及三名當然委員填交申報表。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表示，鄉郊辦會繼
續密切監察荔枝窩新公廁運作情況，確保
各項設施正常運作和達到邁向淨零的標
準，並會進行實施後檢討，以期在日後推
展類似的小型改善工程項目時，為市民提
供更佳服務；並會適時要求諮詢委員會主
席和委員申報利益。

善用深港創科園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李家超與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會面 商加強兩地合作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禮賓府
與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會

面，就進一步加強港深合作和共同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等議
題交換意見。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和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葉文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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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園首期工程 超支4000萬延誤6個月

一區兩園打造特色創科平台
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
區位於深圳市福田區南部與香港
特區接壤處，面積3.89平方公
里。其中深圳河南側的香港園區
面積約0.87平方公里；深圳河北
側的深圳園區（包括皇崗口岸片
區和福田保稅區）面積3.02平方
公里。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
粵港澳大灣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
的特色平台，園內規劃有不同科

技產業片區，並將透過招商引
資，借助市場力量，興建高質量
的科研及產業設施。

合作區將以 「一區兩園」 的
模式運作，日後將有科研人員每
日 「早出晚歸」 往返港深兩地園
區，兩地政府會研究利用 「綠色
通道」 、 「白名單」 等機制，簡
化科研物資、設備的出入境手
續，便利為研究或試驗而採集的
數據和樣本（包括臨床生物樣
本）的交流。 大公報記者陳杰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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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拓新興市場 吸高端人才

香港拚經濟不能單靠房地產

智能公廁耗資千萬 壞自動門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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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鍾佩
欣報道：審計署審查元朗新
圍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及營
運，發現工程持續出現滲漏
及積水問題，承辦商亦11次
未符部分關鍵績效指標。污
水處理廠在測試及試行運作
階段，曾3日內兩度有水流入
有工人身處的管道，須立即
關上排水閥及疏散；污泥脫
水大樓的離心機區亦曾兩次
洩漏硫化氫，超出有害氣體
水平，甚至達危險水平，惟
沒觸動警報提醒工人離開。

兩年半11次未達KPI
審計署報告表示，污水

廠內收集的排放水樣本中，
曾四次發現五天生化需氧量
濃度異常偏高的情況，原因
是取樣瓶、自動取樣機部件
和取樣工具受污染。審計署
認為渠務署需持續檢討處理
排放水新措施的成效。

新圍污水處理廠改善工
程的設計和建造工程於2016
年5月展開，並於2021年3月

5日大致完成。截至2023年
10月，核准工程預算已動用
19.247億元。

審計報告指出，經改善
的污水處理廠不同地方兩度
出現滲漏和積水，首次先在
啟用後第三個月發現，包括
建築物滲水、漏水，引致綠
化屋頂持續積水和孳生水
藻，其間承辦商重複執修，
但仍未能解決所有問題，甚
至影響日常營運，並可能構
成安全風險。

合約中訂有一套共14項
關鍵績效指標，涵蓋排放水
水質的要求、環境監測及合
約管理和呈報。經改善的新
圍污水處理廠自2021年3月
啟用至2023年10月為止，渠
務署從支付給承辦商的營運
費用中合共扣減78822元，
涉及11次未能符合三項有關
合約管理和呈報的關鍵績效
指標（KPI），審計署認為，
渠務署需密切監察承辦商在
營運經改善的新圍污水處理
廠的表現。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香
港發展論壇24日在會展中心舉辦 「拚經
濟，如何拚？」 研討會，邀請多位專
家、學者共商香港經濟發展之策。多名
嘉賓表示，香港經濟在相當程度上過分
依賴房地產市場，但本地樓價已處於世
界高峰，一旦其他經濟稍有差池，香港
將難以維持相對高的房地產價格，因此
必須思考轉型方向。

與會專家強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除了可以發展傳統股票和債券之
外，可加強與中東、拉美和東盟地區的
金融市場合作發展；可為內地企業提供
資金管理方案、對沖工具和交易結算等
服務。他們同時呼籲政府未來做更多人
口政策規劃，吸引更多有能力、教育程
度高的人口來港。

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恒隆集團董
事長陳啟宗表示，當前世界局勢複雜多
變，地緣政治持續緊張，金融市場波動

及科技創新的影響等都對香港經濟發展
帶來壓力和挑戰，因此舉辦論壇探討香
港應採取的對應政策。

陳啟宗認為，香港的地價和樓價已
達到世界最高峰的地步，這不可能永遠
持續。當其他方面的經濟稍有差池時，
房地產的價格便不可能維持在高位，繼
續以房地產作為主要經濟支撐 「比較危
險」 。他認為香港人 「千萬不要住在歷
史的回憶中」 ，不要再留戀從前的輝
煌，讓過去成為今日向前的阻攔。

為中小企組團到內地尋商機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會上表

示，香港現時太多Comfort Zone（舒適
圈），他認為香港不能 「抱着歷史的大
腿」 ，建議香港的商會和專業團體多代
表中小企到內地尋找商機。另外，對於
部分行業輸入外勞，他認為有關安排非
常好，但工資標準不應是港人的工資中

位數，形容這是 「做戲做半套」 ，勞工
短缺時的市場工資，僱主要以工資中位
數才能聘請工人，並沒有解決到問題。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表示，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機遇與挑戰並存，隨着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深化發展，其作為
分散全球金融風險的中心地位更加突
出。他認為，香港除了可以發展傳統股
票和債券之外，也可面向中東、拉美和
東盟地區的金融市場，提供美元以外的
選項，幫助分散金融風險。他也建議國
家鼓勵內地企業來港成立全球資金管理
中心，香港可充分利用豐富經驗和自身
所長為他們提供資金管理方案、對沖工
具和交易結算、跨境支付、外匯貿易等
服務。

香港金融學院前行政總裁郭國全同
樣呼籲政府改變目前的高價土地政策，
要 「放長線」 投資土地。他表示，香港

經濟當前面對多重挑戰，包括中國經濟
轉型，西方國家打壓中國發展亦會對香
港經濟造成影響，而隨着科技發展，貿
易物流、金融服務、房地產等傳統重點
經濟產業都面臨挑戰，香港應思考如何
充分利用有效資源，並吸引擁有高學歷
背景的人才彌補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勞
動力短缺。

須做好未來人口政策規劃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王于漸表示，

香港房地產監管較多，土地發展效率相

對緩慢，可能是造成樓價高企的原因。
他指出，土地審批流程複雜並非壞事，
但當一個地方需要急促變化時，仍沿用
有關政策，會令推動發展變得吃力。

王于漸認為，為推動發展，監管機
構須變得靈活，特別是在推動科技產業
方面，不少中小企未必擁有大企業的歷
史經驗和資源應對監管，期望監管機構
不要過分僵化。而香港正面對人口老
化，有關問題會導致勞動力老化，過去
由於政治環境，政府難以推動人口政
策，期望政府未來更多人口政策規劃。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政
府為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
展，在新界古洞南設立農業園，審計署
昨日公布審計報告指出，農業園第一期
工程超支約4000萬元，延誤6個月。第一
期第一階段已出租的農地，9個未能達到
目標產量。

報告指，土木工程拓展署於2020年9
月批出農業園第一期項目合約，合約金額
1.2億元，截至去年10月，實際建造費已達

1.25億元，超支500萬元，而截至今年3
月，預算建造費用升至1.67億元，較原預
訂金額超出4000萬元。

農業園工程原預計在2021年底至2023
年期間分階段完成，審計報告顯示，第一
期第一階段用地在2022年11月完工，並交
付漁護署，較原預計日期遲了約一年。土
拓署稱，截至今年1月，餘下工程的預計完
工日期為今年中，即較原預計的2023年遲
了約6個月。

第一階段用地有3.11公頃農地，去年
11月劃分為16個農場，其中15個農場已出
租，當中13個已開始作物生產。但根據漁
護署去年11月巡查，只有3個農場全面投入
生產，另10個農場只有部分範圍投入生
產，餘下範圍中平均66%被荒置。

漁護署在去年12月進行農場產量年度
檢討，發現由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底，10
個完結首個租賃年的農場中，9個未能達到
目標產量，不足率平均為65%。

李家超歡迎孟凡利書記率團訪港。他
表示，香港和深圳關係密切，兩地人員往來
頻繁。在港深合作機制下，香港和深圳設立
了不同合作專班，涵蓋北部都會區、創新科
技、金融、商貿、青年就業創業、前海等重
點合作領域。兩地政府正穩步推進不同領域
的交流合作，讓港深合作邁向更高台階。

貫徹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原則
李家超指出，特區政府在今年二月初

與深圳市政府共同召開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建設專班首次會議，就更有效推進
落實《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
規劃》和深化港深合作進行交流。特區政府

會繼續積極與深圳市政府保持緊密溝通、加
強聯動，同心推動大灣區高質量建設。

另外，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北
部都會區與廣深科技創新走廊的交匯點，更
是國家 「十四五」 規劃下大灣區重大合作平
台之一。李家超說，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即將
進入營運階段，香港會繼續與深圳緊密合

作，協同推動合作區在 「一國兩制」 下 「一
區兩園」 的優勢，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李家超表示，香港會繼續發揮在基礎科
研、金融、人才和專業服務及國際化等優
勢，在大灣區建設中擔當重要的引領帶動角
色，並與深圳貫徹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
則，共同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