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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去年9月開展 「香港夜繽
紛」 活動，聯同社會各界舉辦一系列
夜間活動，目標為市面營造熱鬧氣
氛，令香港的晚上活起來、動起來。
廟街夜市是夜繽紛活動之一，由旅發
局、油麻地廟街販商商會合作統籌營
運，增設小食攤位、發光藝術裝置等
打卡位，半年間吸引逾120萬人次到
訪，旅發局於今年4月宣布，原定半
年的營運期延長半年。據了解，旅發
局將如期於本月退出營運，藝術裝
置、小食攤車仔等硬件留給廟街。

「廟街夜繽紛非常成功！我們已
經 『入紙』 九個政府部門，申請重新
舉辦小食檔。」 廟街販商商會主席陳
錦榮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廟街夜繽紛
結束後約兩天，便能重新搞起來，屆
時希望增添多個檔攤，售賣不同國家
的風味小食，讓繽紛錦上添花。陳錦
榮說，超過30個參與夜繽紛的小食
檔，全部表示能夠賺到錢，願意繼續
經營廟街小食，暫時沒收到檔戶離場
的消息。

每日逾7000遊客流量
廟街夜市開鑼初期，到訪人潮擠

得水洩不通，但其後熱潮漸退，不
過，現時每日仍能保持逾7000的人流
量，陳錦榮說， 「要知道，廟街以往
每日只有2000人流量，夜繽紛是直接
帶旺了廟街的人流，而且是翻倍計
算。」

今年7月，廟街與深圳東門老街
簽署友好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共同發
展。陳錦榮說，廟街檔戶將於本月到
東門夜市交流，希望透過分享經驗，
有助廟街重振熱鬧。

政府繼 「香港夜繽紛」 ，今年啟
動 「18區日夜都繽紛」 ，在全港各區
舉辦富地區特色和傳統文化內涵的活
動，帶動市面氣氛，助力地區經濟。
翻查 「18區日夜都繽紛」 網頁，12月
活動包括本月21日起在黃大仙啟德河
及摩士公園的 「冬日 『燈』 FUN嘉年
華」 、本月底在堅尼地城卑路乍灣海
濱的 「中西區 『濱』 FUN嘉年華」

等。有關活動暫時未見很多宣傳。
深圳居民赴港 「一簽多行」 個人

遊簽注安排已經恢復推行，12月1日
（星期日）實施首日，內地訪港旅客
錄得近11萬人次，較對上一個星期日
增加11%，首四日有超過33萬內地旅
客，較上周同期增加4%（詳見
表）。如何將新措施帶動的旅客增
長，由 「過客」 轉化為 「常客」 ，成
為關注焦點。

學者：持續活動振興夜經濟
旅遊學者暨職業訓練局酒店及旅

遊學院課程總監黃家榮向大公報表
示，縱觀過去舉辦的數百場夜繽紛活
動，大部分在前期吸引人流，但都是
曇花一現，舉辦數天或數場活動便結
束，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地區夜間經濟
發展， 「夜經濟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一
環，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旅客過往來香
港，日間去購物或看景點，夜間可到
酒吧、宵夜店、糖水店消遣，活動豐
富，能夠吸引過夜旅客。現在已恢復

『一簽多行』 ，如何振興地區夜間經
濟，成為重要的關注點。」

他認為，廟街夜市將持續運作，
是成功的夜繽紛活動， 「沒有政府在
初期統籌，廟街夜市不可能成事，但
能否承接下去，民間力量的支持尤為
重要。」 他先後於廟街夜市剛開始
時、最近兩個月前到現場，見到人流
量不及初期，但在夜繽紛一系列活動
中是最能夠 「聚人」 ， 「起碼大家都
知道，在廟街有小食，也吸引本地市
民，已是一個新地標。」

黃家榮認為，在旅發局退場後
「復活」 的夜市，若只增加幾檔美
食，規模還是不夠，期望有關方面爭
取擴大夜市規模，參考內地或台灣夜
市模式，吸引更多人流。油尖旺區議
員陳少棠認為，廟街夜市若能將美食
區的輻射範圍擴大，絕對有更多發展
空間。他期望政府可以諮詢廟街後半
部分的小販攤檔，將有意轉型的小販
重新整合，擴大美食街的範圍，增加
廟街吸引力。

商戶擬接辦廟街夜市 推廣特色文化

「廟街夜繽紛」 推廣項目自去年12月中推出，香港旅遊發展局參與營運期於本
月屆滿，然後便退場，由廟街商戶自行運作。廟街販商會表示，廟街夜市將會繼續
營運，並希望加入更多新特色小食攤檔。

有旅遊學者認為，綜觀整個夜繽紛推廣，不少項目是曇花一現，或舉辦一兩場
活動就結束，而廟街夜市屬於能夠 「聚人」 的活動，可說是成功經驗，但期望夜市
擴大規模，加入更多特色小食及新點子，發展可持續的地區夜經濟。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為廟街小販排檔增加可販賣商品範圍，幫助小販轉
型，吸引更多檔販進場，有助增加遊客。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文） 黃洋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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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簽多行」措施恢復後內地旅客量

內地旅客入境人數

．星期日入境人數

*與上周同期比較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措施實施首四日
（12月1日-4日）

334409（+4%）*

109196（+11%）*

上周同期
（11月24日-27日）

321066

98264

上上周同期
（11月17日-20日）

314072

99272 遊客：吉檔多 貨類少 難吸引
廟街夜市成功聚集

人流，但在廟街愈向油麻
地方向前進，逐漸冷清。大公報記者實地
走訪，冷清並非因為人流不足，而是有營
運的檔販戶太少，近北海街一段，吉檔多
達三分一。有檔戶表示，疫情期間經營困
難，不少小販將牌照交回食環署。疫後復
常，但檔戶售賣的貨品仍大多是 「網購
貨」 ，缺乏競爭力，又無法轉型或請人代
為看檔，有些商戶寧願拿着牌照不開檔。

「空了的檔佔三分之一，以往有數百
檔（營運），現時起碼吉了一百多檔。」
在廟街經營玩具檔超過20年的章哥，早前
帶記者在廟街邊走邊談。他指疫後旅客量
未恢復到疫情前，加上網購更趨普遍，檔
販生意越來越難做，不少檔戶退場不幹。

「在網上看到的（廟街夜市）很有特

色，一條街燈火通明，商品琳琅滿目，但
實地看又有點失望，不是那回事，台灣的
夜市更好玩。」 來自台灣的蕭小姐近月來
港遊玩，慕名到廟街夜市。她說台灣的西
門町夜市，一進去就能聞到撲鼻而來的食
物香氣，小吃、商品和攤位遊戲，琳琅滿
目。她認為香港的夜市有點冷清，很多檔
攤沒營運，與網上攻略有點出入，連打卡
也難找到好角度。

台灣旅客張小姐也認為，在廟街看到
的，較網上推薦的冷清， 「前幾年來香港
也逛過一次廟街，那時候很熱鬧，但是現
在變化確實有點大。」 她認為，廟街的商
品單一，不是冰箱貼，就是各種服裝、玩
具，大多是上網買到。她認為，若廟街有
更多貼近年輕人喜歡的創新商品，可更有
吸引力。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牌照限制多 販商求鬆綁
食物環境衞生署回覆

大公報查詢表示，該署於
2019年、2022年分別推出 「重新編配固定
小販攤位並簽發新牌照」 計劃。截至今年
11月，該計劃下在廟街簽發的新牌照，有
16個已自願交還。根據紀錄，廟街現共有
219個持牌小販攤檔。九龍西立法會議員
梁文廣表示，廟街有部分街道變得冷清，
不少檔戶即使沒交還牌照，也是放着不開
檔的 「瞓覺牌」 。

梁文廣稱，除了適時重新發牌，也需
重新審視廟街現有的小販牌照是否適用。
現時廟街檔戶因牌照問題，販賣的商品非
常單一，而且限制還多，有些檔主因年紀
老邁，但牌照上找助手或合作夥伴又諸多

限制。他認為不應將廟街依舊當成一個小
販區管理，要提升為旅遊區的管理模式。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常務副主席
譚潤華希望政府允許檔戶找合作人，或允
許排檔助手賣商品，增檔戶開檔意欲，又
可考慮提供資助計劃，吸引年輕人進駐。

食環署回覆大公報表示，為提升廟街
的吸引力，經詳細考慮相關政策和環境衞
生因素後，自2023年10月20日起，接受
廟街固定攤位（其他類別）小販牌照持牌
人按其需要申請轉營售賣預先包裝的食品
和飲品（預先包裝的鮮果和蔬菜除外）。
該署會適時考慮開放合適的空置攤位供合
資格人士申請，並公布相關的申請程序及
所需資格。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區議員倡擴大美食街吸客 盼盛況重現

今非昔比

▲兩位台灣旅客均認為，廟
街的商品單一，大多數都是
網上便能找到的東西，需要
更多貼近年輕人喜歡的創新
商品。

▶廟街部分檔販沒有重新營
業，晚上熱鬧氣氛大減。

增加誘因

搞活郵輪經濟
「海洋光譜號」 郵輪今日抵

達啟德郵輪碼頭，帶來4900名來自
世界各地的遊客。 「海洋光譜
號」 以香港作為季節性母港，共
提供6個航次。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不敢怠慢，近日召集會議加強統
籌未來幾個月的郵輪抵港接待工
作，致力提供各種支援，包括提
供接駁工具疏導遊客，以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地區主要的郵輪母港
地位，吸引更多郵輪停靠。

有關部門亡羊補牢，這是好
事。事實上，郵輪碼碩交通配套
欠佳早就備受詬病。舉例說，
「名人極致號」 郵輪上月由新加

坡抵港，由於到場的士不足，加
上落雨天氣，數以百計擬前往酒
店的遊客在碼頭苦等一小時。

遊客乘郵輪抵港前大都規劃
好了行程，約好了要見面的親
友。如果落船後無法盡快找到交
通工具前往目的地，大失預算，
對香港的第一印象不可能好。網
絡時代，這種不愉快體驗會很快
傳播到全球各地，勢必影響香港
形象，進而影響郵輪公司考慮是
否選擇香港為母港。有人注意

到，內地第一艘國產大郵輪 「愛
達．魔都號」 營運一年，前往日
本、韓國、越南等地，但不包括
香港，原因令人深思。

除了接駁工具不足，郵輪碼
頭在其他服務配套方面也欠奉。
近日有傳媒報道，同樣是沒有郵
輪靠岸的日子，啟德碼頭的店舖
幾乎是十室九空，可用 「拍烏
蠅」 來形容。而深圳蛇口的郵輪
中心依然人來人往，商家繼續營
業，對比鮮明。

啟德郵輪碼頭確有先天不足
之處，但怎麼說都好，郵輪碼頭
已營運十多年，若認真對待，有
關問題早已得到解決。今年7月，
香港郵輪及遊艇協會宣布撤出香
港，遷往新加坡。這種 「用腳投
票」 足以敲響警鐘，提醒有關部
門正視問題，盡快改善。

郵輪經濟前景廣闊，世界各
地都在全力以赴力爭分一杯羹。
香港需要知恥而後勇。特區政府
昨日宣布新人事安排，文體旅局
局長由羅淑佩出任，各界希望新
人事新氣象，盡快推出已經延遲
的旅遊業發展藍圖2.0。

新人事展新氣象 特區施政開新篇
昨日，依照基本法有關規定，根

據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提名和建議，國
務院決定任命陳美寶為特區政府運輸及
物流局局長、羅淑佩為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局長，免去林世雄的運輸及物流局局
長、楊潤雄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職
務。這一重要任命，體現了中央對行政
長官李家超管治的支持和信任，也體現
了特首的用人思維。在香港發展迎來關
鍵階段的當下，香港需要 「善打硬仗」
的問責官員， 「敢做事、做成事」 ，全
力以赴推動香港開創新局面。

特區政府是一個管治團隊，這個團
隊須奮發有為，全力配合行政長官施
政。在此過程中調整高層人事，本來就
是制度性安排。之前兩屆特區政府，都
曾在任期過半期間調整問責班子。本屆
政府任期剛好過半，調整人事完全是情
理之中。根據行政長官提名和建議，由
國務院作決定，充分體現了 「一國兩
制」 之下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
治權的有機統一。

運輸及物流局成為今次人事調整的
兩個部門之一，原因不難理解。作為香
港三大傳統經濟支柱之一的運輸物流
業，面對不少挑戰。一方面，香港加快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大灣區建設，

涉及大量跨境運輸的問題；另一方面，
機場三跑系統啟用，運輸能力大為提
升，由每小時可處理69架次飛機起降，
逐漸增至102架次。有關部門需要主動
出擊，開闢更多航線，建立更多站點，
引入更多客流，才能將 「三跑」 的潛力
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

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同樣舉足輕重。
香港致力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可謂千頭萬緒。加速發展體育以及體育
產業，堪稱香港社會的共識。首次由粵
港澳共同舉辦的全運會明年舉行，任務
繁重，時間緊迫。旅遊業更不用說了，
關乎零售、酒店、餐飲等多個行業的表
現。中央為支持香港旅遊業推出一系列
措施，包括擴大個人遊城市、提高內地
客在港消費免稅額、恢復 「一簽多
行」 、再送贈兩隻大熊貓等等。如何用
好中央支持，將 「香港無處不旅遊」 落
實到位，是特區政府的重中之重。

換言之，這兩個部門肩負鞏固香港
傳統優勢、加速香港經濟全面復甦、促
進高質量發展的重任，接下來有很多
「硬仗」 要打，需要強有力的領軍
者。在特區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中，
對這兩個政策局的工作要求也非常清
晰。李家超昨日讚揚兩位新局長有領導

才能、有好的解說能力及主動性，有
擔當、幹勁和熱誠，支持擁抱他的施
政理念。李家超進一步解釋，局長換
人是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以及判斷未來
時間希望做的工作而作出的決定。香港
過去因為黑暴及疫情損失很多時間，未
來希望做大量工作為市民服務，創造最
大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

兩位新局長都是資深政務官出身，
大家對她們並不陌生。其中陳美寶在運
輸署署長任內，處理三隧分流、電子收
費等多項棘手工作，表現備受肯定。而
羅淑佩在房屋署署長任內，為解決香港
「老大難」 的房屋問題積極進取，屢有

新猷，打擊濫用公屋也是雷厲風行。在
推動新政策時，羅淑佩解說充分、溝通
有力，爭取公眾支持，為政策的順利推
行鋪平道路。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局長 「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 ，香港要 「追時間、
追成績」 。越是如此，越需要有領導
力、解說力、行動力的官員。兩位新局
長都符合這些條件，是合適人選，相關
安排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我們相信，
換人後的管治班子定會銳意改革，主動
作為，積極落實各項施政，不負中央的
信任和港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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