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7日，外交部駐港公署
特派員崔建春率領的外國駐港領
團和商界參訪團結束在山東的考
察返港。參訪團一行七天六晚橫
跨整個山東，參訪濟南、青島等
六個城市，參與近30場活動，收
穫滿滿。

此次參訪團由香港特區政
府、外國駐港領團、商會、企業
和媒體組成，共有60餘人。其
中，尼泊爾、白俄羅斯、緬甸、
老撾、柬埔寨、尼日利亞、韓國
等15個國家駐港領事參與本次活
動。

大公報記者 丁春麗青島報道

駐港領事訪山東 收穫滿滿
崔建春率團考察7天 參訪團30場活動探索商機

▲在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範區白俄羅斯展
館內，白俄羅斯駐港總領事哈爾拉普．塔季亞納向團員介
紹該國產品。 大公報記者丁春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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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活動結束後，崔建春在青島接受媒
體聯合採訪。 「香港是 『一國兩制』 ，如果在香
港做總領事，不了解內地，很難做好香港的工
作。」 崔建春希望通過參訪內地的形式，讓外國
領事加深對 「一國兩制」 的理解，他也相信明年
會有更多駐港領事參與內地參訪的活動。據其透
露，新疆亦在明年參訪計劃之中。

領事化身「推銷員」介紹產品
為了讓外國領事更加深入了解山東，崔建春

不時 「客串」 導遊或者講解員，先是了解中文內
容，再用英語詳細講解。在曲阜，他講孔子的思
想和儒家文化。在蓬萊閣，他把「八仙過海」故事
用英語講得繪聲繪色，領事們用掌聲予以回應。

「學習了孔子的智慧，享受了美味的魯菜，

挑戰了美麗的泰山，探索了山東的商業機會。」
白俄羅斯駐港總領事哈爾拉普．塔季亞納總結了
這七天在山東的參訪。最讓她高興的莫過於看到
白俄羅斯產品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菜籽油、
禽肉、奶粉及冷凍牛肉等都是中國熱銷的產品。

在位於青島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
合作示範區白俄羅斯展館，哈爾拉普．塔季亞納
化身 「推銷員」 ，為參訪團成員介紹白俄羅斯產
品，還興奮的用手機拍下大家採購的照片。

在柬埔寨展館，柬埔寨駐港總領事李素文
和夫人向記者推薦了該國的茉莉香米。 「能在
青島看到柬埔寨的產品很自豪！」 李素文告訴
記者，柬埔寨一直以來都希望和中國提升更多
的商業機會，此次來訪山東，他看到了更多的
合作機會。尤其青島的發展模式，非常值得柬

埔寨學習和借鑒。

「全球對中國改革開放充滿信心」
在談及外交部駐港公署如何支持外國商界在

港經營信心，崔建春表示，來山東以及內地看過
之後，香港的信心會更加充沛。在全世界面臨經
濟下行壓力的大背景下，以山東為代表的內地城
市依然風風火火，各級政府都在為完成今年的目
標而努力。現在國家把香港的 「三中心一高地」
鞏固提升，香港的商界對香港充滿了信心。 「我
們非常有信心，整個全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充
滿了信心。」 崔建春說，通過與內地的合作，香
港可以發揮 「超級聯繫人」 「超級增值人」 的作
用，把香港資本與國際資本引入山東以及內地，
香港與內地可以實現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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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換屆選舉明年舉行
研增加鄰近邊境投票站

【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道：立法
會明年舉行換屆選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曾國衞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正
研究視乎需求設立更多鄰近邊境投票站，
方便居於內地的選民返港投票，強調會沿
着這個方向去考慮票站數目。他強調，明
年立法會選舉將會繼續採用電子選民登記
冊和電子點票。

在去年區議會選舉，當局分別在上水
港鐵站附近兩間中學首次設立鄰近邊境投
票站，共有1.3萬人登記表示會到場，最
終有9900多人到這兩個票站投票。選管
會的報告指出，鄰近邊境投票站大致切合
選民需要，但網上登記系統出現設計問
題，令不少選民誤以為自己已成功登記，
到場才發現登記未完成。曾國衞表示，正
考慮優化和擴大 「鄰近邊境投票站」 安

排，選民到時可能會有多些選擇。
曾國衞指出，目前的選舉制度符合香

港長遠發展，值得長期堅持，暫無必要改
變，亦能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又指
出，市民的批評只要出發點為國家好、為
香港好，提出的建議是切實可行、並非存
心挑撥離間，這些意見便應該聆聽。

另外，曾國衞指出本港社會過去五年
發生的一些轉變，令他感受很深。他提到
2019年在香港最亂的情況下，社會出現
一些焚燒國旗、踐踏國旗、侮辱國家等極
端情況，但五年後的現在，如剛過去的國
慶75周年，政府和社會各界普天同慶，各
方積極舉辦不同活動。他指出，很多市民
都自發唱國歌，幼稚園小朋友亦很認真升
國旗， 「你看到的這些就是我們的未
來。」

▲在區議會選舉，特區政府在上水兩
間中學首次設立鄰近邊境投票站。

▶立法會明年舉行換屆選舉，將會繼
續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和電子點票。

打造綠色智慧港口 提高航運競爭力
【大公報訊】去年香港貨櫃碼頭

吞吐量首次跌出世界十大港口，運輸
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在電台節目
表示，近年鄰近城市多個港口落成，
帶來競爭。政府會朝兩個方向提升香
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包括提高港口
競爭力和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政府
去年公布《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
綱領》，提出朝着綠色港口和智慧港
口模式推進，政府最快於下月推出
《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吸
引更多船隻在港停泊。

推綠色燃油行動綱領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

現時全球有約600艘船正使用液化天
然氣，長遠有機會用氨或氫氣作為燃
料，期望11月推出本港綠色燃油加注

的行動綱領。智慧港口方面，政府有
向船務公司提供稅務優惠，以吸引他
們落戶或擴展在港的業務，從而帶動
整個生態圈。現時已有1100間與港口
和海運服務有關的公司進駐香港，但
希望能 「將個餅做大」 ， 「沒有最
好，只有更好」 ，政府正研究將港口
的資訊延伸至上、下游，令整個生態
圈內的資訊更暢順。

林世雄說，政府正着力提高港口
競爭力，除發展智慧、綠色港口外，
亦努力尋求貨源。政府一直研究吸引
內地貨船使用本港的港口，尤其引進
粵西、廣西地區貨源，港珠澳大橋通
車後帶來機會，去年香港與廣西簽署
諒解備忘錄，希望加強與珠海、粵西
等地合作。

施政報告提到會改革 「海運港口

局」 ，成為 「海運港口發展局」 。林
世雄表示，考慮到要優化部門工作，
由非官方人士擔任主席會更貼近市
場，多些市場的智慧，期望明年年中
正式運作。他說，政府現時已投放五
億元到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下
月的 「香港海運周」 將與航運工會簽
署合作協定，希望為業內人才提供更
多培訓。

航運方面，林世雄說，截至9月
底，航班數量已回復至疫情前的八
成，飛機升降量達九成。機場三跑
系統最快年底投入運作，屆時的運
力將會大大提高，政府會再檢視與
國際航點的雙邊航空運輸協定，希
望加密航點班次，未來亦會開拓更
多 「一帶一路」 及東南亞國家航線
及增加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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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拓展調解之都讓調解文化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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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表示，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提
升香港在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的動能，未來
會逐步落實相關政策。

【大公報訊】點新聞記者鄧文瀚報道：
香港 「八大中心」 定位，其中一環是法律。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致力提升香港在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的動能。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接受訪問表示，未來逐步落實相關政策。

統一標準 優化調解員認證
近年，當局積極推動調解，拓展香港為

「調解之都」 ，未來將推出 「社區調解先導
計劃」 ，目標把調解文化滲入社區，讓市民
解決日常糾紛時，願意主動調解。 「不希望
劍拔弩張，其他解決爭議方法，對抗性較重
一點，一定有人贏有人輸。如果打官司，除
非是和解，否則總有贏輸。」

林定國又指出，推廣是重要工作，而
「社區」 兩個字是重點，要教育大眾調解服

務不只適用於商業糾紛，也可用於民生大小

事。
日後當調解個案增加，本地是否有足夠

人手處理，林定國指是供求問題，目前要增
加市民對調解的信心，所以當局檢討如何優
化調解員的認證制度，目標制定一個全港較
統一的標準，供評審機構用，是否會出 「指
引」 就未定，但重申不是由政府認證。

同時，政府正繼續興建國際調解院總部
大樓。林定國稱，舊灣仔警署改建工程預計
明年年中竣工，明年年底前能入伙運作。林
定國強調，國際調解院不是香港內部機關，
而是根據《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
（《公約》）設立的國際機構，受《公約》
條款規範。律政司有派員到國際調解院籌備
辦公室提供協助。而締約國已同意明年在香
港簽約，文本仍未公布。

法庭外解決糾紛，除了調解，還有仲

裁。施政報告提到，隨着體育運動和產業發
展，體育糾紛愈趨複雜，將設立體育爭議仲
裁制度。 「早前美斯跟市民有爭議，是否體
育仲裁？可能不是，只是體育賽事。它的性
質跟體育沒有什麼關係。」

期望建立體育仲裁機制
林定國指出，明年會開始着手研究，先

了解本地體育界平日較多遇到什麼糾紛，並
參考其他仲裁機構的做法，審視別人的權責
處理什麼糾紛，再研究出最適合香港的方
案，現時沒有落實時間表。林定國期望，未
來能統一體育仲裁機制，建立公信力。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 「香港國際法律人
才培訓學院」 ，今年將會成立。目前，律政
司已組織了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辦公
室」 及 「專家委員會」 協調。林定國期望，

學院會統籌、規劃、協調實務會議及培訓等
活動，讓五湖四海的法律人才能匯集，互相
交流國際法律最新發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法律中心的地位。

▲外國駐港領團和商界參訪團參觀海爾集團。
大公報記者丁春麗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