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配套建議

【大公報訊】打工仔最關心的2025年公眾假期出爐
啦！政府憲報公布明年的公眾假期，合共有17日公眾假
期。按打工仔5天工作、周六及周日例假計算，明年有3
次機會可自製5天或以上的長假期，當中農曆新年假期請
兩日，便可放9日最划算。

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顯示，2025年沒有公眾假期與
周日重疊而需要補假，不過有兩日與周六重疊，分別為4
月19日的耶穌受難節翌日，以及5月31日的端午節。而2
月、3月、6月、8月、9月及11月，並無公眾假期。

勞工處由2024年開始至2030年，將法定假日逐步遞
增至17天。2025年將繼續新增名為 「聖誕節後第一個周
日」 的法定假日（俗稱勞工假），即12月26日，令法定
假日增至14天。其後2026年起將再新增多一日 「復活節
星期一」 。

打工仔若要自製長假，第一個組合可以是今年聖誕
與明年元旦的跨年長假組合，請3日放8日。今年聖誕節
兩日假期是12月25日、26日，分別是周三、周四，打工
仔可以在27日（周五）、30日（周一）及31日（周二）
請假，就可以連同明年元旦，享受8日長假。

2025年的農曆新年假期，較今年提早約10日開始，
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三（1月29日至1月31日），分別為周
三至周五。換言之只要另請兩日，即周一至周二（1月27
日至1月28日），連同兩個周六及周日，合共可放9日。
（其他假期組合詳見附表）

雖然距離2025年尚有大半年時間，但如果能夠提早
買機票和預訂酒店，定能夠節省不少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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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遊客在五一黃金
周重臨香港，傳統

及新興景點遊人如鯽，
大公報記者連日走訪多
個熱門景點，發現部分
景點遊客多，但人潮管

理不善，出現人車爭路、排隊人龍阻塞行人道
等情況，亦有遊客反映部分資訊或指示不足、
欠缺行李寄存等配套設施，感到不便。

有旅遊業界及立法會議員認為，改善旅客
體驗是說好香港故事重要一環，建議政府加強
熱門旅遊景點的監察，在人潮高峰期安排義工
協助做好人潮疏導及管理，甚至安排專人在現
場解答遊客查詢及求助；至於行李寄存等配
套，可以透過政策措施，鼓勵私人市場提供相
應服務。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近年流行城市漫步的旅行模式，中上環一帶
的街道、老店、海濱等，都成為遊客的打卡熱
點。大公報記者日前在堅尼地城海旁所見，現場
遊客絡繹不絕，無論是欄杆、路牌、小巴站都吸
引遊人打卡，有遊客為了更好的拍攝角度甚至走
出馬路，與車輛擦身而過。

欲坐開篷巴 排錯雪糕隊
在另一個遊客熱門地、尖沙咀鐘樓及巴士總

站一帶，雪糕車吸引近70人排隊，人龍延伸至附
近的巴士站總站，佔據部分5A線的巴士候車位。
欲乘坐開篷巴士的遊客黃小姐及莊小姐表示，自
己只見到站牌，但不清楚發車時間，亦在地下見
不到候車的引導線，亦試過排錯雪糕車的隊伍，
白白浪費超過20分鐘，感到手足無措，準備放棄
相關行程。

有巴士公司職員向記者表示，五一期間遊客
大增，經常出現半百人排隊的人龍，遇上天雨就
容易出現人龍排入巴士候車處的情況，亦造成部
分旅客排錯隊、找不到站牌的情況，加上不時有
旅客向車長查詢路線，巴士站運作有一定影響。
日前有網民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尖沙咀碼頭巴士
總站因為有不少希望乘坐開篷巴士的遊客，聚集
在車頭向車長查詢，導致巴士遲遲未開出。

昨日在尖沙咀附近遊玩、來自湖南的旅客龍
小姐表示，在香港大部分體驗很好，惟發覺不容
易找到公廁。她表示，自己在街上未能發現相關
指示牌，到了尖沙咀亦未找到廁所，她希望能增
添相關設施的位置指示，方便不熟悉本地情況的

遊客尋找相關設施。

即日來回 被迫拖篋出行
此外，大公報記者連日亦在多個景點見到拖

着行李箱出行的遊客，原來他們有人是由於留宿
的賓館無行李寄存服務，因此在退房後，旅途
「最後數小時」 要拖箱出行；亦有人是因為即日

來回香港，由於找不到寄存行李的地方，只能拖
着行李到處走。深圳旅客李小姐向大公報記者
表示，是次出行攜帶了一個26吋的行李
箱，形容自己上下樓梯時 「快要累死」 。
她表示，希望香港可增加更多行李寄存
櫃，這樣便可以 「解放雙手」 放心去玩。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向《大公
報》表示，行李寄存櫃在內地及外國很多
旅行城市常見，但香港較少。崔認為，近
年遊客數字逐步恢復，有相應需求，政府
可考慮在商場、尖沙咀行人隧道等公眾地
方物色合適位置，增設行李寄存設施。他
又建議巴士公司與旅行社合作，讓旅行社
分擔查詢及部分分流壓力，雪糕車等商戶
周邊亦可考慮安排義工或分流線引導排隊
方向。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建議在景點內增加
更多指示牌，既方便旅客尋找設施，亦可
向旅客介紹更多景點，例如在油麻地警署
周邊可增加指引牌介紹果欄等。至於行李
寄存等配套，他認為可以鼓勵私人機構提
供相關服務。

◀在尖沙咀碼頭，大批
遊客排隊購買雪糕，人
龍延伸至巴士總站。
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有小
朋友騎

着行李篋，
遊走鬧市。
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旅遊體驗平台Klook數據
顯示，五一黃金周內地來港旅

客的人均消費上升。內地旅客
預訂本地產品及體驗方面，整體消
費額按年上升約1.3倍。相信與內地
旅客於疫情後的經濟能力提升及對
旅遊體驗的追求有關。其中，餐飲
美食的消費額增長最為明顯，升幅
高達8倍。

追求餐飲美食
Klook指出，五一黃金周首

日，內地旅客就本地項目的預訂
量，較4月30日錄得15%增長。綜
觀整個黃金周期間的預訂情況，以

景點玩樂及交通服務的預訂為主，
其次是餐飲美食。最受歡迎的產品
首三位分別是香港機場快線車票、
故宮博物館門票及香港迪士尼樂園
門票。

另外，Klook表示，觀察到內
地旅客更早計劃五一黃金周來港的
行程，並傾向更早預訂外遊相關產
品。

平台數據顯示，內地旅客普遍
會提前2周或以上預訂，較同期增
加了約三成，顯示旅客對於這些熱
門假期會較平時更早預訂旅遊相關
產品，確保能夠獲得理想的旅遊產
品及服務，避免遇上訂滿或價格上
漲的情況，尤其於五一黃金周的熱
門檔期。

增長強勁

內地黃金客
消費額升1.3倍

▶五一黃金周期
間，有餐廳擠滿
食客，非常旺
場。

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攝

•安排義工協助管理現
場人潮

•跨界別合作，安排專
人解答遊客查詢

人潮管理疏漏

建議：

•增設更多資訊指
示牌，指導廁所

位置等

•在巴士站增加地面指
示線

欠缺設施指示

建議：

大公報記者整理

•在景點附近、
公共交通交匯
處增設行李寄
存櫃

行李難寄存

建議：

站在天橋上望過去，矗
立太子道西近一個世紀的聖

德肋撒堂匿藏於一片魚木樹花海裏，奶黃色
的花球掛滿樹冠。旅人無不沉溺於這處春
光，來自深圳的詩晴便是其一，與友人在樹
下 「打卡」 ，為捕捉到屬於香港的 「限定浪
漫」 興奮不已。

捕捉「城市限定」浪漫
「其實香港不止有港風的招牌、充滿煙

火氣的街巷，還有很多文藝角落。」 這日，
詩晴打算與友人趁 「五一」 假期來一場春天
裏的城市文藝漫步，記者決定加入其中，一
窺旅客眼中的香港底色。

去往香港藝術館的路上，詩晴告訴記
者，她曾數度來港旅行， 「以前每次來必買
一大堆藥妝、面膜，幫親友買各類膏藥和奶
粉」 。疫後，世界聯通恢復，改變也在悄然
發生，四通八達的網購服務，令香港化妝
品、奢侈品價格不再具吸引力，進口產品亦
可送貨到門，這令詩晴來港購物的需求 「一
下子消失了大半」 。

詩晴需要的是輕鬆的旅行模式─邊
走邊逛，品嘗當地美食，感受人文風情。
「我很喜歡香港的老建築，充滿了歲月的味

道。」 詩晴覺得，走在路上，路過舊油麻地
警署、廟街，再沿着彌敦道向着維多利亞港
前進，彷彿走在了從前看過的那些港片裏。

「就是這裏。」 順着詩晴手指的方向望
過去，是藝術館內以 「生日」 為主題的藝術
裝置。366個紅色 「生日信箱」 堆疊起來，讓
大家為素未謀面的彼此親手繪製生日卡片。
這是她在一款時興的社交軟件上翻到的 「打
卡」 攻略。

「香港人文情懷濃厚」
「文化是一個城市的根脈和靈魂，人文

情懷濃厚一直是香港的特色，也是我喜歡香
港的原因。」 詩晴留意到，這幾年香港的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迅猛，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
香港通過策展手法、營運模式等呈現出與眾
不同的國際城市之風。 「比如M+博物館，我
印象最深的是憑當日票可以無限次入場，從
這些細緻周到的安排就能看出一個城市對文
化藝術的重視。」

午餐選擇到中環久負盛名的九記牛腩，
等待的隊伍延伸數十米至一側石梯，食客們
操着日語、韓語、英語，來自五湖四海。
排在記者前面的韓國女孩寶美與姐姐和父
母同遊，她舉起手機將小店與巷仔、舊樓

群、鄰街的大排檔一同框入照
片中。

「來自不同地區的旅客，
對香港的認識不同，吸引他們
的特色也會不同。」 立法會議
員、香港中國旅行社董事長姚
柏良認為，早前旅發局邀請來
自不同客源市場的KOL針對當
地旅客喜好進行推廣，起到了
一定程度的引流作用。長遠來
看，香港仍要掌握主動權，從
迎合需求轉為創造需求。

中新社記者韓星童

香港不止煙火氣香港不止煙火氣

冀增行李寄存櫃 添指示牌 疏導人潮

▲香港大館早前舉辦 「霓續」 展覽，展示香港獨特而鮮明的
視覺文化。

特稿

訪港客迫爆熱點 配套設施待改善

▲

2025年公
眾假期已公
布，方便市
民規劃假期
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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