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外交部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的第一
個 「請進來」 訪港團組、由12個國家外事官
員組成的外國政府官員代表團昨日結束一連4
日在港參訪行程。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
建春在歡送活動上表示，代表團成員對香港
的總體印象積極，對香港充滿信心，尤其對
香港的基礎設施建設、高科技發展、環保措
施、人工智能等方面印象深刻，相信他們日
後也會組織自己國家的代表團來港參訪談生
意，促進雙邊貿易合作。他並透露，公署方
面明年將繼續邀請更多外國官員、政策制定
者訪港，讓他們親身感受香港的真實情況。

多位外國官員向傳媒表示，香港極具活
力與現代化，有很多成功經驗值得學習，期
待加強與香港的聯繫與合作。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胡恬恬

▲許多外國官員是第一次訪港，親身觀察
和感受了香港的真實情況，對香港充滿信
心。

◀12國政府官員代表團昨日來到外交公署
特派員官邸參加歡送活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曾興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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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親眼看到了充滿活力的香港
外交公署舉行歡送儀式 12國參訪團訪港感受深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發展局昨日表
示，在西貢赤洲發掘恐龍骨骼化石的工作已經完
成，總共發掘出約30塊含恐龍骨骼化石的岩石，有
待清修工作完成後，才確定所含恐龍化石實際數
量。赤洲一帶於今日解封，而在尖沙咀文物探知館
的臨時工作室，將於下周五（20日）開放，讓公眾
觀看化石清修工作。早前在該館展出的恐龍化石，
大受市民歡迎，錄得共逾1.3萬人次參觀。

政府於10月23日宣布，在赤洲島首次發現有恐
龍化石，即日起封島，以便進行化石發掘工作。發
展局昨日表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
究所的專家及香港古生物學家詳細檢查化石發現地
點，確定所有外露化石已經移走，團隊在赤洲發掘
恐龍骨骼化石的工作也已完成。未來，古物古蹟辦
事處、漁農自然護理署將連同古脊椎所，以及與香
港、內地、其他地方的專家和研究機構合作，繼續
推展恐龍化石清修及相關研究，鑒定赤洲恐龍的種
類、探索香港遠古時期的古生態面貌。

發展局於10月時表示，專家進行骨組織切片初
步鑒定認為，赤洲的恐龍骨骼化石，屬於白堊紀時
期（距今約一億四千五百萬年前至六千六百萬年

前），是大型的年長恐龍，需進一步研究以確認恐
龍種類。

專家：加強講座宣傳 維持古生物熱潮
當日發現的恐龍化石隨即在香港文物探知館向

公眾展出，古諮會最新文件顯示，由10月25日至11
月15日，共錄得13712人次參觀展覽。發展局昨日
表示，位於文物探知館庭院的臨時工作室，將於本
月20日開放，屆時會安排市民現場觀看化石清修工
作，並展出經清修的恐龍化石，以及其他在香港發
現的化石，例如水生動物介形蟲和菊石，及蕨類植
物，詳情稍後在古蹟辦網頁公布。

古蹟辦與漁護署並將繼續舉辦恐龍化石及古生
物學主題講座和工作坊，提高公眾對古生物的興
趣。漁護署會為中、小學舉辦到校科普活動。

因應發掘工作完成，漁護署署長今日將撤銷封
閉船灣（擴建部分）郊野公園內的整個赤洲。發展
局稱，島上已沒有外露恐龍化石，亦沒有適合登島
或遊覽的配套設施，地理和天氣因素令船隻靠岸有
一定風險，市民不應冒險登島。根據《古物及古蹟
條例》，除主管當局及其授權人士，任何人不得挖

掘或搜尋古物。
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龍德駿昨日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不少市民對恐龍化石產生興趣，各行業、
各年齡段的市民都往參觀化石、聽講座，不少家長
帶子女學習知識。他認為現在是很好機會，推廣古
生物學及地球科學，建議政府重點加強教育及科
普，加強講座等形式的宣傳和推廣，維持這股古生
物熱潮。

▲▶文物探知館展出的恐龍化石大受市民歡迎，截至目前共逾1.3
萬人次參觀。

參訪團成員來自贊比亞、克羅地亞、羅
馬尼亞、智利、斐濟、約旦、墨西哥、尼日
利亞、南非、坦桑尼亞、巴布亞新幾內亞、
馬來西亞共12個國家，分別是駐華大使及外
交部主管雙邊關係、經濟合作的司局長。在
港期間，他們先後與行政長官李家超、財務
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等官員會
面，亦與立法會議員、廉政公署人員見面交
流，並參觀西九文化區及科學園等。參訪團
昨日上午結束參觀後，來到外交部駐港公署
特派員官邸參加歡送活動。

對港發展機遇感到驚喜
崔建春昨日與傳媒見面時表示，一些官

員克服困難也要來港訪問，體現了香港的吸
引力和重要地位。許多外國官員是第一次訪
港，親身觀察和感受了香港的真實情況，也
對香港的美麗和發展機遇感到驚喜，表示未
來要繼續加強與香港的合作。一些曾多次訪
港的官員也表示，香港每次來都有新感受，
願意繼續來港交流。他並透露，明年會繼續
邀請更多外國官員、政策制定者訪港，讓他
們親身感受香港的真實情況。駐港公署和特
區政府會說好香港故事，同時亦希望美國政
界人士來港，這有利於消除一些誤解。

克羅地亞駐華大使達里歐·米海林
（Dario Mihelin）表示，香港是東西方文化

的交匯點，充滿活力，此次訪問不僅加深與
香港的交流，還為未來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
路。他提到，自己在疫情前已多次訪問香
港，今年一月亦到訪香港，見證香港與克羅
地亞簽署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此次行
程與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交談中亦邀請對方
回訪克羅地亞，並希望舉辦商業及投資論
壇，他還強調希望能夠促成兩地之間的直
航，以便利雙方的交流。

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亞澳司司長丹迪
威·法達內（Thandiwe Fadane）坦言，這次
訪問的目的是學習香港的成功經驗，作為發
展中國家的南非來說，香港的治理模式和成
功經驗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她表示，南
非與香港有相似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都曾處
在威脅與統治下，這使得雙方在某些方面有
共通的基礎。

她特別提到香港 「一國兩制」 的架構，
表示這一模式對她來說非常有趣，期待能從
中汲取經驗，助力南非的發展。

多國冀加強與港聯繫合作
智利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巴勃羅·阿里亞

蘭·阿胡馬達（Pablo Arriarán Ahumada）
讚賞香港的城市活力和政府的現代化。他表
示，智利雖是拉美國家，但同時也是亞太地
區的成員，從香港的發展和政策中獲益良

多。 「智利與香港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正
在協商 『工作假期』 （Working Holiday）安
排，我希望智利的年輕人能有機會來這個充
滿活力的城市參觀和工作。」

墨西哥外交部亞太司司長費爾南多·岡薩
雷斯·賽夫（Fernando González Saiffe）分
享了在香港海濱慢跑的體驗，指感受到這座
城市的活力。他表示，中國與墨西哥的貿易
關係日益增長，已成為墨西哥的第二大貿易
夥伴，這種雙邊關係在政治、商業、文化及
人際交流等方面都在全面發展。他提到，香
港吸引了許多優秀人才，並在生物技術、創
新和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展開合作，期望未
來能有更多墨西哥年輕人到訪香港，自己會
向本國政府和人民分享此行的見聞，並強烈
推薦他們加強與香港的聯繫。

巴布亞新幾內亞外交部雙邊關係司代理
總幹事森臣亞邦（Samson Yabon）稱讚香
港在連通性、教育和文化方面作為國際主要
樞紐的角色。他表示，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
及亞洲更大市場的重要門戶。目前，兩地之
間已簽署航空服務協議，以促進人員和商業
的往來，並已增設至四條直航航班。他還指
出，該國正在開發液化天然氣，非常看好中
國的清潔能源市場，期待未來保持聯繫。他
並強調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代
表團到香港，探索香港的發展機會。

崔
建
春
：
中
國
有
能
力
應
對
挑
戰

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將於明年
1月20日宣誓就職，香港社會關注特

朗普政府的政策會否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帶來影響。外
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昨日強調，不管美國新一
屆政府如何做，不管出台什麼政策，相信今天的中國
內地和香港，都有自信、能力和方法應對相關挑戰和
困難。

美政客不了解香港情況
對於近日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更新《香港政策

法》，企圖更改香港的特殊地位，崔建春表示，不管
對方說什麼、做什麼，他們都沒有權利干預中國內
政，這是基本的國際法則和準則。 「許多外國政客對
中國及香港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許多人甚至從未親
自來過香港，希望他們能親自來看一看，真正讀懂中
國。這些議員沒有讀懂中國內地和香港，他們很多人
都沒有來過香港，對香港不了解。」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崔建
春強調，中國不會妥協於外部壓力，更不會犧牲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來迎合美國政客的觀點，而
每個國家都會反對外部勢力干預自己的內政。 「你
為什麼要來干預？你干預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美
國人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還是為了極少數個人
集團的利益？」 他指出，無論面對多大的挑戰，中國
都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立場與利益，堅定捍衛國家主
權。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胡恬恬

出土30塊恐龍化石 赤洲解封
下周五公眾可觀看清修工作

▲尖沙咀文物探知館的臨時工作室，將於下周五開
放，讓公眾觀看化石清修工作。

捍衛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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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
道：全港有18163輛登記的士，政
府自1994年以來，沒有增發市區
的士和新界的士牌照。

車隊制明年七月前營運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

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
示，雖然整體公共交通載客量，
在與內地通關後逐漸回升，但的
士業經營仍然面對一定挑戰，仍
然有小部分的士閒置，目前沒有
計劃增發的士牌照。

陳美寶認為，相對於的士數
目，市民更加關注的士服務質
素。

政府今年七月公布的士車隊
牌照申請結果，向五間獲選的營
辦商發出有條件暫准通知，各營
辦商現正進行籌備工作，將會在
明年七月前陸續投入營運。

另外，為提升個人化點對點
交通服務，運輸署正研究及檢視
有關服務的整體供求，當中包括
就乘客需求及轉變進行調查等，
政府會在全面考慮研究結果和聆
聽持份者的意見後，在明年就提
供合規服務的車輛類別和數目、
車輛和司機的牌證要求等，訂定
規管的立法建議。

▲陳美寶表示，目前沒有計劃增發的士牌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