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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加快
數字政府建設，並與廣東省積極

協作促進兩地政務服務 「跨境通
辦」 。繼首部香港 「跨境通辦」 自助
服務機於今年2月在廣州設置，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昨日公布，於深圳兩個地
點設置香港 「跨境通辦」 自助服務
機，以方便身處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居民和企業，毋須親身回到香
港，便可申辦香港的政務服務。

香港 「跨境通辦」 自助服務機現時
提供11個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有關機構
涉及超過60項政務服務，涵蓋企業和市
民常用的服務範疇，包括稅務、公司註
冊、物業及車輛查詢與登記、個人證明
文件及人才入境申請、福利及教育、醫
療健康、出入境檢查及緊急求助，以及
文化及旅遊。市民可通過自助服務機輸
入資料、掃描文件和列印結果，一站式
申辦各項政務服務。

設於前海及河套深港合作區
在深圳的兩部自助服務機，分別設

於前海e站通政務服務中心、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e站通綜合服務中心。前海
自助服務機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中午12
時、下午2時至6時開放予公眾使用；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自助服務機星期
一至五上午9時至中午12時、下午1時至5
時開放予公眾使用。內地節假日除外。

該兩個地點亦設有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的「智方便」自助登記站，便利
在內地的香港市民辦理「智方便+」的登記

或升級手續，以享更便捷的網上服務。

將提升認證技術 保障私隱
創科局表示， 「跨境通辦」 自助服

務機下一階段將引入入侵偵測及持續重
新認證技術，以進一步提升對自助服務
機使用者的私隱保護。該項技術由物流
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研發，並於
今年4月在第49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
銅獎。

創科局發言人表示，衷心感謝廣東
省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政務和數據
局）的大力支持和上述兩個深圳服務中
心的全力配合。創科局會繼續與廣東省

政務和數據局商議，在更多大灣區內地
城市設置 「跨境通辦」 自助服務機，以
滿足身處大灣區的居民和企業對香港政
務服務的需求。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向各省政府提出
政務服務 「跨省通辦」 的指導意見和全
面部署，特區政府在2021年接受廣東省
人民政府的邀請，共同開展大灣區政務
服務 「跨境通辦」 的工作，在去年11月與
廣東省共同推出 「跨境通辦」 服務專區／
專題網站，讓兩地企業和市民皆能享受簡
易快捷的跨境服務，以促進大灣區政務服
務和投資便利化，提升兩地企業和市民跨
境辦事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深圳設跨境通辦服務機
便利內地港人申辦香港政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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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
道：香港科技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昨天共同宣布推出 「紅鳥跨
校園學習計劃」 ，透過 「科目共
享」 和 「學分互換互認」 等機制，
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紅鳥跨校園學習計劃」 ，是
粵港澳大灣區首個將傳統學科和融
合學科結合的跨境、跨校園研修計
劃，落實 「學分互換互認」 ，並透
過 「科目共享」 機制，增加部分學
科名額，以鼓勵兩校學生深化互
動。兩校學生可以互相修讀對方校
園所開設的科目，而相關科目的學

分可獲對方認證及轉移，部分更可
計算在畢業要求所需的學分之內，
令更多學生有機會修讀包括數據科
學或人工智能等現時較熱門學科。

港科大校長兼港科大（廣州）理
事會理事長葉玉如教授表示， 「紅
鳥跨校園學習計劃」 將有效進一步
匯聚兩地校園的優質教育資源，為
兩校學生帶來更靈活和多元化的學
習體驗。港科大（廣州）校長倪明
選教授則指出，高校應成為教育科
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樞紐，為國家
培育更多德才兼備的高水平創新型
人才，是這個項目的使命所在。

科大穗港校園 學分互換互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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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體育園將於明年上半年啟用，政府將舉辦試驗活動測試運
作。

大公報記者 戴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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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佔地28公頃的啟德體育園，
工程進度進展良好，預計2025年上半年啟用。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昨日表示，啟德體育園管理公司已經與200多個體育及非體育活動
等機構接觸，並表達有興趣在體育園舉行活動，園區需要發揮最
強大經濟效益，推動體育發展，帶動演出、旅遊等產業發展。

陳國基昨日主持啟德體育園跨部門工作小組首次會議，他於
會議後會見傳媒時表示，體育園的工程進展良好，符合預期，室
內運動場及主場館主體結構大致完成，預計主要設施能在年底落
成，明年上半年啟用。

他歸納，園區未來的三大方向，必須 「做快」 、 「做強」 和
「做好」 。 「做快」 ，即盡快完成體育園工程； 「做強」 是確保
體育園發揮最強大的經濟效益； 「做好」 即做好啟德體育園所需
配套。

全運會將是重頭戲
他透露，啟德體育園管理公司已經與200多個體育及非體育活

動等機構接觸，並表達有興趣在體育園舉行活動，政府正積極籌
備成立啟德體育園諮詢委員會，邀請不同界別就營運及推銷策略
等提供意見，明年11月舉辦的全運會是重點。

陳國基強調，園區啟用前，必須需做好充足測試，政府將會
舉辦試驗活動，確保場地設置、購票系統、場地內外秩序，以及
散場後，觀眾乘搭交通工具順暢等。

啟德體育園位於昔日啟德機場舊址，最多可容納五萬人。被
問及會否擔心對附近居民帶來噪音滋擾，陳國基回應，啟德的主
體體育場 「有蓋」 ，噪音不會對居民產生影響，早前多次測試也
達標。

陳國基指出，啟德體育園可以滿足運動、購物、餐廳不同功
能，並有70萬平方呎的零售及餐飲設施，亦有海濱長廊供遊客享
受維港景色，園區要發揮最強大經濟效益，推動體育發展，並帶
動演出、旅遊等產業發展。

香港「跨境通辦」自助服務機地點

•深圳巿前海e站通政務服務中心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e站通綜合服
務中心

•廣州市政務服務中心

白色黃金特區積極作為 香港明天更好
本港現時每十部新車之中，

有大約六至七部屬於電動車，催
生了處理電動車退役電池的需
求。本港首間處理退役電池的設
施昨日在屯門環保園舉行動工儀
式，標誌着香港在發展綠色能源
方面又邁進了一步。

現時電動車電池退役之後大
都被送往堆填區，既不環保，也
是巨大的能源浪費。首先，電池
中的有毒化學物質極易引起火
災，且造成環境污染；其次，退
役電池中含有鐳、鈷、鎳、錳等
稀有金屬，若能回收，可以循環
再用，變廢為寶。事實上，在退
役電池陰極和陽極上回收提煉出
來的 「黑粉」 ，具有極高價值；
回收的鋰呈白色，更有 「白色黃
金」 之謂。

退役電池的回收已成為全球
新興產業，包括德國化工巨頭巴
斯夫等大企業紛紛投入重資，研
發電池回收技術。在歐洲，由於
其生產電動車電池的主要原材料
全部依賴進口，回收循環再用的
需求更迫切。歐盟早前通過《新
電池法》，對電池分類、再利

用、回收、碳足跡、電池化學性
能、耐久性等方面提出要求，包
括確定從電池廢料中回收材料的
最低水平，從製造和廢物中回收
用於新電池的最低含量等。歐洲
理事會還通過 「電池護照」 ，規
定2031年前為工業電池引入強制性
最低回收材料水平。

現時全球約有200多家企業擁
有每年回收100多萬噸退役電池的
綜合能力，隨着電動汽車的快速
增加，回收能力有待進一步提
高。香港也在大力推動低碳經
濟、綠色能源，鼓勵使用電動
車，在電池回收及技術研發方面
不能缺席。事實上，本港已有企
業早着先鞭，在研發環保水基技
術方面取得突破，可將退役電池
溶解在水中，以獲得稀有金屬，
且回收過程中可減少80%的溫室氣
體排放。盼其能早日投入實用。

香港首間電動車電池處理廠
的興建，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指出，
希望電池回收走向高端製作，並
有高產值的生產，讓綠色產業在
香港生根發芽並茁壯成長。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27周年，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在 「機遇香港」 主題採訪
中，總結了上任兩年以來的工作。包括
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和區議會選舉這
兩項重要工作，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也加快了融入大灣
區建設的步伐。事實上，如今的香港政
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機遇處
處，是名副其實的 「幹事創業的天堂、
成就夢想的地方」 。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回歸以來，由於各方面的阻力
和掣肘，有關立法一直被束之高閣。
李家超上任後全力推動有關工作，並在
立法會配合之下，以全票通過《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築牢了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屏障。本屆特區政府亦完成了新選
制下的區議會選舉， 「愛國者治港」 得
到全面落實。在當今的國際政治現實之
下，完成這兩項重要工作非常不容易，
但特區政府頂住了壓力挑戰，體現了責
任擔當，為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
致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過去兩年來，特區政府聚焦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疫
情下香港經濟連年負增長，本屆政府上
任後一舉扭轉形勢，去年經濟增長

3.3%，今年首季增長2.7%，全年增長預
計在2.5%-3.5%之間，這樣的表現在全
球發達經濟體中表現亮眼。香港市民享
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今年香港月入
中位數是23500元，相較兩年前增長
2500元，增幅11%，這是實實在在的獲
得感和幸福感。

在破解民生難點、痛點方面，特區
政府狠下功夫。以房屋建設為例，特區
政府致力於提速、提質、提量、提效，
拓土面積超過了十年房屋政策的需要，
公屋輪候期將由兩年前的6.1年減至4.5
年。首批簡約公屋本月開始申請，明年
初可以入住，對劏房戶而言這是最終上
樓前的最佳過渡房屋，展現了特區政府
的施政高效及解決房屋問題的決心。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特區政府緊緊
抓住國家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機遇，順勢
而上。搶人才政策立竿見影，一年多時
間內，已有逾10萬人才抵港。搶企業也
是成果豐碩，已有兩批重點企業與特區
政府簽約，為香港帶來技術、資金並創
造就業機會。近日，港投公司與一家人
工智能方面的獨角獸企業簽約，這是港
投成立以來的第一項投資，吹響了香港
進軍人工智能高地的號角。

在新質生產力不斷形成之際，香港

傳統產業也得到不斷增強。香港2024年
股市市值超過33萬億元，為1997年回歸
祖國之初的10倍。香港在保持與歐美市
場合作的同時，主動拓展中東、東南亞
等新市場；對外貿易方面，今年首季貨
物進出口總額2.2萬億元，同比增長
9.9%；通過打造 「盛事經濟」 及爭取國
家支持，香港旅遊業快速復甦，今年首
四個月入境旅遊達1462萬人次，同比增
長1倍，零售、餐飲、酒店、交通等行
業因此受惠。物流業方面，香港機場重
奪全球貨運第一的地位，客運能力有望
在今年底恢復至疫前水平……那些針對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的攻擊，
充滿着政治偏見，也一次又一次被事實
「打臉」 。

香港的確在改變，變得更好、更美
麗、更有活力；不變的是香港的自由港
地位、普通法制度、以 「馬照跑」 為代
表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李家超帶領管
治團隊在短短兩年內完成了一件又一件
大事，這是過去所無法做到的，彰顯了
擔當作為、敢闖敢拚的作風，以及香港
邁入 「由治及興」 新階段的新氣象，這
也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是香港最大的
優勢、最好的制度，堅定了700多萬市
民對香港明天會更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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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廣東省人民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昨日在香港
簽署《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暨大灣區應
急救援行動合作框架協議》，加強粵港
澳三地在應急管理救援的合作和交流。

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徐加愛和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室務會成員向斌出席儀
式。在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張虎、香港特
區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澳門特區保安司
司長黃少澤見證下，廣東省應急管理廳
廳長王再華、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和澳門特區警察總局局長梁文昌代表
三地政府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合作框架協議》旨在構建一個政
府主導、專業應急救援隊伍為主體、以
行動為核心的應急救援合作體系，加強
三地應急救援能力，以應對影響粵港澳
區域的事故災難及自然災害等突發事
件。

粵港澳三地政府正共同制定覆蓋大
灣區城市的全新《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
援行動方案》，當中包括技術和知識交
流機制、資源共享機制和應急動員協調
機制，以促進三地應急管理工作水平的
整體提升，並實現應急救援資源的有效
利用和合理共享，切實提升跨境救援效

能。三地政府期望在今年內設立粵港澳
應急管理合作對接專班，並舉行首次專
班會議，總結應急管理合作情況，引領
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發展方針。

簽署儀式結束後，香港特區政府舉
行歡迎晚宴，感謝中央和粵澳政府對粵
港澳三地應急管理合作的堅實支持。

簽署儀式和晚宴在紀律部隊人員體
育及康樂會舉行。參與簽署儀式的各個
單位將在今日（15日）到訪香港特區政
府不同應急救援設施進行考察活動，增
進專業交流，為未來合作打下更穩固基
礎。

粵港澳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深化應急管理救援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