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再贈予香港一對大熊貓，
全城欣喜雀躍，滿懷期盼新成員到

港的一天，並對牠們的命名有不同建議。小學生彭同學
表示很喜歡熊貓 「萌萌的可愛」 ，到時會親身到海洋公
園觀賞。兩隻大熊貓尚未命名，彭同學認為改名應具香
港特色，他期望可用 「歡歡」 及 「喜喜」 作兩隻國寶的
名字，希望香港人都能 「歡歡喜喜」 ！

希望命名具「好意頭」
吳同學對兩隻大熊貓即將定居海洋公園感到相當開

心，覺得取名最重要具 「好意頭」 ： 「我會想兩隻大熊
貓叫 『健健』 及 『康康』 ，因為這不僅是對牠們的祝
願， 『健康』 對每個人都是相當重要的！」 吳同學表示
現時讀六年級，香港經歷三年疫情，正常上課及健康都
受到極大影響，藉着熊貓的命名希望香港人身體健康！

特首李家超表示希望兩隻熊貓到港能誕下熊貓BB，
彭先生有相同願望， 「當然會更興奮，在香港出生的

話，就是香港的 『原居民』 了！」 彭先生同樣希望兩隻
熊貓叫 「健健」 及 「康康」 ，他認為不論動物及人類，
「健康最重要」 ！

遊客邱先生對於兩隻國寶大熊貓即將定居香港，作
為深圳人的他表示到時一定會再來港觀賞， 「因為比較
近，而且也很喜歡大熊貓！」 邱先生期望到時海洋公園
可設置大熒幕，實時投放兩隻大熊貓的一舉一動， 「因
為畢竟是國寶，如果全天候都可以觀察，一來對牠們的
健康可作更好監測，二來也可讓市民更了解他們趣致的
一面！」

邱先生也留意到成都的 「熊貓經濟」 火熱，認為香
港可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不同的紀念品，例如受兒童歡
迎的熊貓公仔及恤衫；而針對成年人則可以印製附熊貓
圖案的旅行箱、鎖匙扣及掛飾等。邱先生笑言現時內地
很多人都喜歡喝奶茶，如果設計熊貓紀念杯，連同奶茶
一同售賣，相信銷量會更好。
大公報記者 李宇俊（文） 鄧浩朗、李宇俊（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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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結束為期三日的訪問
四川行程，隨行人員包括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局長楊潤雄、漁護署署長黎堅明等。
昨早李家超在所住酒店大堂會見

傳媒總結行程。他表示，當局在這
幾日已選定來港的一對大熊貓，
他透露兩隻均已成年，5歲至8歲，
其中雄性大熊貓性格聰明好
動，雌性大熊貓性情溫馴。
目前基地已幫助牠們做來港
適應準備，李家超希望這對
來港大熊貓將來可以在港繁
育下一代。

贈港大熊貓選定 盼在港繁育後代
特首：雄性聰明好動 雌性性情溫馴

加強川港商旅合作

▲李家超昨日出席成都市市長王鳳朝所設的交流
工作餐前，兩人一起觀看展品。

李家超首次以行政長官
的身份到訪四川，昨日上午

與在川港人見面，他們是香港營商人士及港青代
表。李家超表示，在貿易投資方面，香港現時是
四川最大的外籍資本投入來源地；在旅遊和青年
發展方面，四川也有很多旅遊資源，川港兩地合
作多元發展，空間無限。

香港是四川最大外資來源地
李家超表示，三年前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來

到四川視察，感受到天府之國的吸引力， 「地大
物博、歷史悠久」 是四川給他的印象。

香港與四川的合作體現
在方方面面，在旅遊業方

面，李家超舉例說，去年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舉辦關於 「三星堆」 的展覽，效果很好，參觀遊
客也有來自四川， 「他們都說三星堆在香港的展
覽，有部分他們也沒有看過，也是代表我們川港
兩地合作多元發展，空間無限。」

適逢蓉港高鐵一周年之際，李家超表示，這
幾日亦與四川省委書記王曉暉商討相關合作領
域， 「我覺得四川本身就有很多旅遊資源，當然
香港人認識四川，認識成都的都有很多，但是深
入了解，可能也有很多空間。」 另一邊廂，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亦大力推動香港旅遊方
面的工作。

在貿易投資方面，香港是四川最大的外資來
源地，外資中超過40%皆為港籍人士。

李家超表示，昨日中午出席成都市市長王鳳
朝安排的交流工作餐，感謝四川省和成都市為這
次訪問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支持特區政府駐
成都辦的工作。 「我並會到訪駐成都辦，了解同
事的工作情況，然後返回香港。」

攜手共贏

掃一掃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迎接新成員

▶李家超昨日在四
川會見記者，總結
訪問行程。

▶

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方面已選
定一對5歲至8歲的大熊貓送贈
香港。圖為都江堰基地內的大熊
貓。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掃一掃有片睇

大熊貓生育不易 或邀內地專家協助

▲雌性熊貓在選配偶時，會評估雄
性對象的體能。

命名熱潮：歡歡、喜喜健健、康康

▲彭同學期望可
用「歡歡」及「喜
喜」作兩隻國寶
的名字，希望香
港人都能「歡歡
喜喜」。

▲吳同學希望兩
隻熊貓叫「健健」
和「康康」，「健康
最重要」！

特首訪保育基地學校 重溫援川情誼

▲都江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是川震後
特區政府援建的設施之一。

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
地震，香港特區政府一共投

入100億港元援建共190個項目。特首李家超前
日到訪的都江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和香港
賽馬會援建的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
便是其中兩項援建項目。這所由香港賽馬會援建
的學校自從2021年落成以後，已經成為四川競
技體育重要訓練基地，是四川體育對外交流以及
川港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

李家超昨日向傳媒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和各

界積極參與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和災後重建工作，
充分體現 「一方有難、八方支持」 ，以及血濃於
水的情誼。此外，設施建成之後，有很好的發
展，亦更加成為兩地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樑。

地震發生後，全國各地迅速協力救援，香港
圍繞五個主要範疇（教育項目、醫療項目、基建
項目、卧龍自然保護區項目及社會福利項目）進
行援建。在190個項目中，最為艱巨的兩個世界
級公路項目──省道303（映秀至卧龍段）及綿茂
公路（漢旺至清平段），均在2016年10月竣工。

淵源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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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
視這對來港大熊貓的照顧，希望牠

們將來在港繁育下一代。雖然大熊貓繁育不易，但他表
示會與四川專家及獸醫做好溝通。

大熊貓之所以被視為 「國寶」 ，其中原因就包括其
繁育不易、物種數量較少。被問及若來港大熊貓將來同
樣繁育不易，特區政府會怎麼做？行政長官李家超表
示，兩地協議提到如需內地專家來港協助，會按實際情
況商討。

李家超表示，如果這對贈港大熊貓可以誕生一隻
大熊貓，希望不只是單一胎，而早前亦有大熊貓
誕下雙胞胎。故今次一定要很了解

大熊貓生活情況，因生育期很短，兩地協議提到如需內
地專家來港協助，會按實際情況商討。他表示，大熊貓
可以誕下新一代已很難得，故能在 「一國兩制」 之下的
香港特區能誕生新的熊貓，想必更有象徵意義。

大公報記者於2019年曾到訪李家超此次訪問的都江
堰基地，當時有專家表示，大熊貓擇偶很講究，同人一
樣需要 「看對眼」 才會進一步發展，而長得漂亮的雌性
熊貓通常會有多於一個的追求者。雌性熊貓在選配偶

時，會通過雄性熊貓倒立 「唧水槍」 的方式，評估
對方這方面的體能。 「唧」 得愈高，代表
體能愈好。到了交配期，基地工作人員更
是集中精神觀測，必要時會予以協助。

開枝散葉

李家超表示，再次感謝中央支持和贈港大熊貓，
感謝四川省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林草局）的重視。
特區政府盼望赴港的一對大熊貓可在港繁育後代，帶
給香港更多的溫馨和喜悅，故希望這對大熊貓是 「青
春、成年和身體精壯」 的。有關方面目前已選定一對5
歲至8歲送贈香港的大熊貓，其中雄性大熊貓120多公
斤重，動作敏捷、聰明好動；雌性大熊貓約100公斤
重，性格溫柔可愛、性情溫馴，牠們接下來需要接受
為期30天的檢疫才赴港，抵港後再檢疫隔離30天，再
給予時間適應環境才與市民見面。

全力準備 爭取10．1前抵港
李家超表示，會全力做好準備，爭取讓這對大熊

貓在10月1日之前到達香港，成為香港的新家庭成員。
漁護署會與內地相關單位保持緊密對接，確保動物檢
疫工作順利進行。海洋公園稍後會與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書，敲定細節，審批後落實。
而回港後亦有一系列工作，包括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和
海洋公園會設計推廣活動。

李家超在總結訪問行程時表示，今次四川之行達
成了三項成果，包括選定送贈香港的一對大熊貓；海
洋公園和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正全力草擬合作協
議書，盡快敲定細節，審批落實；海洋公園、國家林
業和草原局、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已成立對接溝
通渠道，共同全力配合和互相協助大熊貓順利送到香
港前後的工作。

對於大熊貓的來港安排，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補充，海洋公園已派遣護理人員到四川進行在
地訓練和前期工作，以了解一對大熊貓的習性，以便
日後照顧，以及確保牠們能適應檢疫和運送安排。

海洋公園優化設施迎新成員
海洋公園會優化現時園內的大熊貓設施，加添植

物、攀爬架等，也正考慮加添攝影器材，希望將來與
公眾實時分享大熊貓的活動情況。

此外，在大熊貓出發到香港前，海洋公園護理團
隊會把在廣東省或海洋公園種植的竹子運往四川，讓
兩隻大熊貓可以預先習慣將來在海洋公園內進食的竹
子品種。

而海洋公園也會支援大熊貓身體檢查等程序，與
漁護署緊密合作，確保順利完成在香港的檢疫工作。

漁護署署長黎堅明表示，大熊貓的福祉及健康，
對香港市民而言是至為重要，為確保新一對大熊貓順
利來港，署方上星期已經派獸醫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
究中心，了解檢疫設施情況，亦已與相關單位商討大
熊貓來港後的檢疫要求，包括動物疾病檢測紀錄、疫
苗注射紀錄及健康證明書等，稍後亦會就海洋公園設
施進行評估，並會派員實地視察，確保適合大熊貓居
住及檢疫。

黎堅明又指出，未來會繼續與國家林草局、海關
總署、大熊貓中心及海洋公園保持緊密聯繫，確保一
對大熊貓抵港後有合適、穩妥及理想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