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梁少儀（文） 蔡文豪（圖） 蔡文豪、鄧浩明（視頻）

海濱發展近年採取 「先駁

通、再優化」策略，海濱

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何文堯接

受《大公報》專訪表示，他希

望 「持續優化」推動

海濱種樹，增加綠蔭，為市民遮風擋雨。

海濱增設餐飲亦是 「再優化」目標，他預

告鰂魚涌的東廊板道可望明年中有特色餐

廳，觀塘海濱也可望增設餐廳。

海濱事務委員會成立
至今14年，新任主席何文

堯表示，過去海濱的公共空間少之又少，形容
是 「一、二十呎的空間，對市民來說十分珍
貴」 ，但過去六年在 「先駁通」 策略下，公共
空間大增，他認為應整體重新檢視海濱公共空
間的分布與功能，令海濱更多元化。

他舉例中環天星碼頭，當年為回應市民訴
求，劃定供市民24小時通行的公共空間，碼頭
餐廳的運營空間受影響。他又舉例灣仔碼頭上
層的公共空間，現時是休憩公園，較為靜態，
他認為可檢視是否作其他功能。

何文堯指出，過去海濱可供市民享用的公

共空間很少，但現時沿着中環、灣仔、銅鑼
灣、北角海濱已有數十萬方呎的公共空間供市
民享用， 「以前我們覺得（公共空間）一呎都
不能少，今天可以檢視能否改變用途，幫助建
設多元化的海濱。」

修例令海濱發展更貼地
海濱事務委員會上月開會，討論發展局提

出修訂《保護海港條例》的建議，當日發言的
委員普遍贊成修例。

何文堯說，個人認為修例可令海濱發展在
執行上更 「貼地」 ，更有靈活性，讓小型
的海濱改善工程更高效進行。

推動海濱多種樹
為市民遮蔭擋雨

何文堯：東廊板道觀塘海濱擬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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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公共空間用途 海濱添活力
提升效能

▶灣仔海濱的
「餐車」 內，六
部自動售賣機下
月將開始運作。

掃一掃有片睇

體育界倡維港兩岸辦馬拉松

「極端天氣影
響愈來愈明顯，尤

其今年夏天，
熱得好犀利，
又會突然下暴
雨，大家逛海
濱時都會覺
得，我們需要
種多些樹，為
市民遮蔭擋
雨。」 何文堯

說，海濱事務委
員會過去並非不種

樹，海濱也有綠化，但第
一優先是 「先駁通」 ，爭取盡快開放更多海濱
路段；樹木不便宜，也是原因之一。

「一棵成熟的樹是很貴的，若是由樹苗開
始種，需要很多年才成長至綠樹成蔭。而且全
世界都講環保，你挖走別人的樹，自己綠樹成
蔭，別人便立即光禿禿，所以要找成熟的樹不
是容易。」

選擇樹木須適合海濱氣候
何文堯表示，希望吸引更多不同的持份者

到海濱種樹。按現有規定，在維港兩岸範圍內
需進行項目的倡議人，包括私營機構與政府部
門，需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他說， 「我們

（海濱事務委員會）可以提出，希望你（倡

議人）在海濱種多些樹，他們可以用 『種多些
樹』 來爭取海濱會的支持。」

他形容海濱工作是 「揼石仔」 ，由小做
起，所以不會一刀切訂立種樹數量目標。種樹
看似簡單，但要選擇適合海濱氣候的樹木，還
有日後的管理與維修保養有些複雜，需諮詢相
關專業部門。

維港海濱正引入餐飲等商業元素，在灣仔
海濱水上康樂文化區、鄰近退役 「烏蠅頭」 列
車的 「餐車」 內，六部自動售賣機預計八月初
展開運作，售賣即製咖啡、雪糕、爆穀等，將
提供多款電子支付渠道，方便遊人購買。

東廊板道餐廳 規模大三倍
何文堯說，東區走廊的行人板道預計今年

底分階段完成，將先開放炮台山油街至北角碼
頭，然後是北角碼頭至鰂魚涌，近鰂魚涌海濱
位置預計最快明年中會有一間特色餐廳，將是
一幢永久建築物，規模是現時水上康樂文化區
餐廳的三倍。

觀塘海濱在觀塘繞道天橋底的三個場地，
即現時的 「發現號」 場地，四年合約將於明年
五月底屆滿，發展局將於今年重新招標。何文
堯指出，新合約將容許場地提供餐飲，包括允
許建設臨時建築作為餐飲設施。至於預計將來
在灣仔北、紅磡海濱的片區式餐飲設施，估計
會是起碼有五、六間餐廳，為海濱遊人提供不
同價格的餐飲選擇。

何文堯小時候居住在銅
鑼灣避風塘附近的唐樓，從

家中的廚房可看見維港，成長過程看着維港不斷
變化。他希望海濱舉行更多不同活動，成為市民
喜歡的休閒空間。

「小時候見到的維港，海邊是防波堤，有水
上人住在避風塘。讀小學、中學時期，出街玩就
是走到防波堤，水退時在石罅捉魚仔、蝦仔、水
曱甴，那裏就是我的遊樂場。」

何文堯還記得，以前一年兩次節日放煙花，
他走上唐樓的天台看煙花，對維港最深刻印象是
乘搭天星小輪。直至讀大學，他搬出自住。

他說，看着填海令維港縮窄，搭天星小輪的
船程也較小時候的短。本身是建築師的何文堯表
示，在大學意識到維港的重要性，12年前開始參
與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本月起接任主席，任
期兩年。

期望海濱舉行更多活動
灣仔海濱上月舉行 「玩轉海濱水上派對」 ，

為期兩日，市民可在維港試玩水上滑梯、直立
板、水上風火輪等。何文堯透露，海濱將會舉行
更多不同的水上活動。他表示，有體育界人士曾
經向他提議，希望有一天可以圍繞維港兩岸舉行

馬拉松，途中在中環乘搭天星小輪到對岸，跑到
鯉魚門，再搭船到筲箕灣。

何文堯說，維港最能代表香港，希望大家想
想在海濱舉行更多不同的活動，豐富海濱體驗，
「讓全世界的人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城市」 。

▲何文堯期望維港海濱舉行更多不同類型活動，
讓全世界的人看到香港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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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堯希望更多不同持份者到海濱種樹，令維港兩岸
一片綠油油。

擦亮招牌

專訪

▶灣仔海濱上月
舉行水上派對，
大受市民和遊客
歡迎。

守護老字號
捲入食安風波的百年老店廖

孖記近日宣布結業，令人惋惜。
由於市場變化、疫情打擊等因素
影響，香港老字號日漸式微。如
何保育這些碩果僅存的老字號，
令其傳承並發揚光大，是特區政
府及全社會的重要課題。

經營豆腐乳的廖孖記開業於
上世紀初，七十年代其產品更打
入東南亞市場。香港旅發局的網
頁上，曾有對該企業的介紹。一
些香港名人曾是其顧客。食安中
心早前兩次檢出其樣品不合格，
令廖孖記備受壓力。廖孖記老闆
曾上電視傾訴，指有關報告令其
一夜間 「聲譽盡毀」 ，有了結業
的念頭。數日後，有網民發現廖
孖記貼出 「結業」 字樣，並得到
廖孖記的證實。

食安中心的調查被指是壓倒
廖孖記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其
實，食安中心的做法無可厚非。
食安中心負責監管全港食品安
全，在發現廖孖記的樣品存在安
全問題時，一方面知會廖孖記，
着其改善；另一方面進行第二次
抽查。依然不合格，因此下令停

用停售。但從廖孖記的角度來
看，食安報告出街後，大批商戶
要求退貨，令其蒙受經濟損失和
商譽損害，未來開拓市場將面臨
很大挑戰，因此意興闌珊。

香 港 是 自 由 市 場 ， 有 人 開
店，有人結業，本是正常現象。
但百年老字號退出歷史舞台，公
眾的反應中自然加入了複雜的感
情因素。一家企業若能經營50年以
上，就稱得上是 「老字號」 ，經
營逾百年的更加難得。老字號有
着豐富的歷史沉澱，其店舖建築
風格乃至門牌、廣告字體、室內
裝潢等等，都充滿着懷舊風味，
成為集體回憶；其經營手法乃至
傳統秘方，亦令人津津樂道。每
一個老字號都有故事，而保育
好、守護好老字號，是 「說好香
港故事」 重要方式之一。

老字號就是品牌，品牌的商
業和文化價值不言而喻。世界各
地都非常重視老字號的保育、傳
承，香港也要做好這方面的工
作。特區政府應完善相關政策，
而消費者平時多幫襯，即是對老
字號的最好守護。

發揮香港所長 助力國家涉外法治建設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
一系列謀劃部署，包括加強涉外法治建
設，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
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積
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香港擁有與國際
接軌的法律體系，在國際仲裁方面擁有
豐富經驗及人才，未來應積極主動作
為， 「守住法治精神，用好普通法系，
當好依法治理 『模範生』 」 ，以己之所
長，貢獻國家之所需，不斷提升香港在
國際仲裁及國際調解領域中的話語權。

劃時代的三中全會吹響了中國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推進高水平開
放，構建中國大市場，這是全世界的大
機遇。隨着中國經濟佔世界比重越來越
大，國際經濟合作不斷增加，加強涉外
法治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中央在作出
這一戰略部署時，顯然考慮到了香港的
角色，展現了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這
也意味着，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
被賦予新使命，要展現更大擔當作為。

事實上，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是
我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區。「十四五」規
劃賦予香港八個中心的定位，亞太區主
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是其中
之一。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凸顯

了香港在普通法下的優勢地位。習近平
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國家發展的重
要戰略之一，而法治建設、調解服務正
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粵港澳三地政府早在2019年建立了
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在法治建設
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這體現在：先後
通過及發布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
標準、調解員專業操守準則以及跨境爭
議調解示範規則。今年三月，香港發布
了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歷評審細則，並
推動設立大灣區調解員名冊的工作。

上個月，香港律政司推出大灣區法
治建設行動綱領，加快推動大灣區 「制
度對接」 、 「規則銜接」 。其中一項重
要舉措，就是將 「港資港法」 、 「港資
港仲裁」 的適用範圍擴展至整個大灣
區，讓更多區內的港資企業，包括外資
在香港成立的企業，在沒有 「涉外因
素」 的情況下，可以選用香港的法律作
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律以及選擇香港
作為仲裁地，為大灣區提供一個穩定、
公平、透明以及可預期的法治環境。

在深圳前海執業多年的香港律師禤
孝廉，是當地首批外籍調解員之一，參
與調解了數十宗案件，深刻感受到內地

非常積極地汲取香港在仲裁及調解方案
的法律框架和經驗，制定中國式的仲裁
和調解法律。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香港在國際商事調解中行之有
效的普通法，其原則、方法和經驗，可
讓內地參與和借鑒，取長補短，讓國家
法律改革更完善。

在國家涉外法治建設中，香港法律
界可以發揮連接內地和世界的橋樑和窗
口作用，這是香港 「內通外聯」 獨特優
勢的又一體現。當然，香港法律界要扮
演好這一橋樑角色，需要加強國情教

育，提升對內地的認識，包括對內地法
律體系的認識。對特區政府和法律界來
說，加快打造一支精通普通法又深入了
解內地法律體系的人才隊伍，應該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縱觀歷史，國家推動的每一次改
革，對香港都是重大機遇，深刻地影響
着香港的發展方向。三中全會一共推出
300多項改革措施，涵蓋宏觀治理體
系、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健
全保障體制等領域，對香港而言是機遇
處處。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要認真學習
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唯其如此，香港才
能抓住機遇，在危機中育新機，在變局
中開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