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本周三
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
誌透露，預算案將提出加強版 「財
政整合」 策略，嚴格管控公共開
支，適度開源，加速推動發展，並
投資未來。

面對近千億財赤，陳茂波早前
表明，教育及醫療開支有削減空
間。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醫療及
康體設施收費多年未調整，估計或
按 「用者自付」 原則調整。開源方
面，有消息稱政府將連續第二年上
調最高收入人士的稅收。

大公報記者 義昊 賴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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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採購內地醫療儀器 助控制開支
【大公報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

將公布，政府早前明言醫療開支有節約
空間。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
表示，醫管局正努力控制開支，在採購
藥物與醫療儀器方面已初見成效。

高拔陞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醫管局最近購買的藥物便宜了，主要是
透過集體採購，以及加強了議價能力。
同時，醫管局最近採購了由內地生產的
大型醫療儀器，他形容有很高的性價
比。

兒童醫院耳鼻喉科冀下季恢復
他表示，人口老化，醫療開支投入

愈來愈多，在全球的情況一樣，他形容
「控制住已是最大的努力」 。他又表
示，將在公立醫院試行以人工智能

（AI）協助醫生撰寫醫療報告，透過科
技減輕醫護的工作負擔。

兒童醫院耳鼻喉科早前因為人手不
足，暫停服務，醫管局早前預計今年下

半年可恢復服務。高拔陞昨日表示，過
去一段時間見到曙光，例如整體離職情
況穩定下來，正在慢慢恢復人手，所以
現時爭取最快於下一季恢復服務。


自由空間遊樂場關閉 設施贈兩簡約公屋

【大公報訊】記者卓彤報道：觀塘
「自由空間」 內的兒童遊樂場和三人籃
球場啟用不足一年便關閉，引起網上熱
議，認為很浪費。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
成昨日（23日）發表網誌
指，已將近八成遊樂設施
贈予房屋局轄下兩個簡約
公屋項目。

韋志成表示，將觀塘
市中心最後一期發展項目
轉化為 「自由空間」 時，
已表明設施和用途只屬臨
時及短期性質。因此，在
去年11月中，為配合工程
需要，先關閉兒童遊樂
場、三人籃球場及 「城市

實驗空間2」 的用地； 「KWUN TONG」
立體大型燈飾及 「觀塘」 燈牌所在的用
地則仍然開放，供市民和遊客 「打
卡」 。今年下半年，會按工程進度，陸

續關閉 「自由空間」 其餘用地，而連接
觀塘道與裕民坊的行人通道，在工程期
間仍會保持開放，便利市民前往裕民坊
和周邊地區。

至於轉贈的設施，其
中兩個籃球架上月初已送
抵元朗攸壆路簡約公屋項
目。其他較小型的設施，
包括滑梯、供小朋友敲擊
的音樂裝置等，將會捐贈
予小欖樂安排的簡約公屋
項目。


中國歷史文化進校·區啟動 培養學生使命感




《哪吒2》帶來的啟發

中 國 影
史 首 部 破 百
億 票 房 電 影

《哪吒之魔童鬧海》22日正式登陸
港澳院線，票房不但超越西方動畫
《魔雪奇緣2》（2019）及《迷你兵
團》（2015）在港澳的開畫紀錄，更
成為港澳影史上內地電影開畫票房
冠軍，刷新多項港澳影史紀錄。

《哪吒2》成功背後，涉及多
種因素。其中一個原因，是《哪吒
2》除了保留了神話故事基本元素
外，使用了不少現代語言，拉近了
與現代人之間的關係，容易引起觀

眾共鳴。亦有評論認為《哪吒》系
列在敢於創新的演繹下，顛覆了過
去我們想像中的哪吒形象，好評如
潮。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哪吒
2》的 「魔童」 魅力大爆發，吸引
了內地一批新的電影觀眾入場，對
電影市場起了提振作用。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香港人不
是不看電影，而是透過串流平台觀
看外地電影。如何讓香港市民重返
電影院，如何培育新一批願意花錢
買票看電影的觀眾，實有賴電影業
界的守正創新，改革破局。

透視鏡
蔡樹文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封面首次曝光，湖水藍封面代表未來發展大
潮中的一片藍海、蘊藏的無限機遇。

▲ 「G19」 立法會議員到南沙考察，了解當地城市規劃及發展。

G19考察南沙發展
議員：北都可借鏡

◀市建局上月初安排吊車
將籃球架運送到元朗攸壆
路簡約公屋項目內。

【大公報訊】 「中國歷史文化進校·
區」 之 「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 系列活
動啟動禮22日在九龍塘香島中學舉行。
系列活動將通過今年在多間學校及社區
舉辦展板製作比賽、巡迴展覽及網上問
答比賽等系列教育活動，結合學校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讓抗戰勝利的精神深入
人心，培養學生及社區居民的責任感與
使命感，共同為國家安全及社會和諧貢
獻力量。據悉，未來十八區的民政事務
處會以不同的方式和項目舉行與抗日戰

爭精神相關的活動。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出

席啟動禮表示，特區政府在上年已成立
愛國主義教育小組，協調政府部門和非
政府機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透過舉行
跨校跨界的活動，加強中小學的歷史國
家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
精神。

本次活動由中海物業、深水埗居

民聯會合辦，並獲得深水埗民政事務
處、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支持。中
海物業副總裁王知剛表示，希望活動
成為連接歷史與未來的橋樑，讓青少
年感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的家
國情懷，體會 「薪火相傳，繼往開
來」 的時代責任。深水埗居民聯會理
事長陳偉明表示，香港作為國家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有責任通過紀念活動
深化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對歷史的認
知，弘揚愛國精神。

【大公報訊】由立法會議員組成
的協作平台 「G19」 22、23日在廣州
南沙進行考察，16位立法會議員參
加。考察團成員表示，香港的新區規
劃和舊區重建，尤其北部都會區的發
展，可以從南沙的城市規劃及建設中
汲取經驗，而香港多間院校在內地設
立分校，希望特區政府扮演更積極角
色，落實師資與科研人才的共用、互
通，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

考察團團長兼G19召集人謝偉銓
表示，離上次到訪南沙相隔5年，當
地增建了不少新的道路、建築物和智
慧集體運輸系統，真正做到 「基建先
行」 。南沙的城市規劃及建設，除了
滿足產業發展和居民的基本住屋需
求，也特別着重社區、小區的生活聯
繫和人性化的設計，有較多綠化和公

共休憩空間，香港的新區規劃和舊區
重建，尤其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可以
從中借鏡。

考察團拜訪了兩地的重點合作項
目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了解該校
的收生及發展情況、與香港的科研合
作等。謝偉銓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扮
演更積極角色，協助香港的院校與內
地的分校，落實師資與科研人才的共
用、互通，理順相關的稅務和資源的
分配問題，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落戶
香港、內地，培育更多人才，做到兩
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考察團副團長邱達根表示，此行
拜訪了考察團多個協助港澳企業和科
研團隊，尤其青年人前往當地發展、
創業的青創基地，了解相關的優惠政
策，希望從中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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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一片藍海寓意無限機遇
陳茂波在網誌預告，今年預算案封

面顏色是湖水藍，代表未來發展大潮中
的一片藍海、蘊藏的無限機遇，亦是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底蘊。他說，美麗
的湖泊裏有無限生機，即使偶有風雲，
在國家堅實支持、香港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下，對未來有堅定信心和美好期盼。

陳茂波說，善用公共資源，是讓社
會可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效率持
續提升的重要基礎。面對過去幾年內外
多重挑戰導致的財政赤字，預算案將提
出加強版 「財政整合」 策略， 「在維持
和改善民生服務的同時，嚴格管控公共

開支；並在顧及香港的競爭力及 『用者
自付』 原則下，適度開源；亦靈活善用
其他各項公共資源和市場力量，加速推
動發展，並投資未來。」

他表示，國際環境複雜萬變，牢牢
抓緊未來發展機遇，特別是科技發展催
生的創新應用和新增量，驅動經濟增
長、傳統優勢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經濟
新動能，在變局中不斷改革、搶佔先
機，就能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

陳茂波早前出席不同場合時都有透
露，面對財赤，政府要開源節流，以「節
流」為主，「開源」為輔，政府各部門都要
加大節流力度，減少開支。教育及醫療
開支有進一步削減空間，並會按「用者自

付」原則增加收入，而在思考開源節流措
施時，會考慮對市民的影響。

「富人稅」或連續第二年上調
實政圓桌新界西北議員田北辰指

出，公立醫院、康文署設施的收費多年
沒調整，估計若按照 「用者自付」 ，或
會作出調整。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成
員陳凱欣向《大公報》表示，醫療需求
增加，醫療開支節流不容易，削減經常
開支以往從未試過，所以她料削減機會
不大，但相信政府會要求醫管局進一步
有效控制開支，例如善用科技，減輕醫
護工作負擔等。

近日有消息傳出，兩元乘車優惠將

調整，年滿60歲可享用的門檻不變，但
限制每月240程，即平均每日8次，10元
以上改為自付兩成車資。

至於全民受惠的 「公共交通費用補
貼計劃」 ，2023/24年開支約35億元，
較2019/20年度增逾一倍，去年財政預算
案提出要求相關部門檢視運作模式。綜
合多位議員回應，估計今次預算案不會
對該計劃作調整。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成員陸頌雄分析，改動影響絕大部分
市民福利，換來更多負面聲音，而可節
省公帑不多，他認為並不值得。

開源方面，近日有消息傳出，對最
高收入人士的稅收，即俗稱 「富人
稅」 ，政府有意連續第二年上調。而稅

務學會早前建議政府上調 「富人稅」 ，
以 「能者多付」 為原則，將入息剩額達
500萬元以上的標準稅率，由現時的
16%上調至17%。

綜合多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普遍
不反對上調 「富人稅」 ，但對降低起徵
門檻，將更多人納入最高稅階，則有保
留。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成員吳傑莊
向《大公報》表示， 「富人稅」 的影響
人數，相對全部納稅人範圍較小，若預
算案有所着墨，他並不反對。衞生事務
委員會成員陳凱欣則關注，若調整稅
階，或會影響中產人士，中產家庭每月
開支龐大，但政府提供的福利少，若影
響該部分人，她並不支持。

議員：醫療康體設施或按用者自付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