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德體育園明日傍晚舉行開幕禮，門
票供不應求，網上持續出現炒賣黃牛票情
況，警方早前拘捕三人涉嫌網上高價轉售
假門票，但 「黃牛幫」 仍然繼續無懼犯
法，部分炒家昨日取得實體票後立即上網
轉售圖利，原價每張10元，最新價由600
元至750元不等。

有炒家揚言，取票後門票上不設實
名，買家可以放心持票入場。警方提醒市
民，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轉售炒
賣門票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
元。

大公報記者 石三原、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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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體育園開幕禮
黃牛票炒至750元

實體票到手 立即網上非法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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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體育園明日開
幕，將成為市民文娛
體育活動好去處。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啟德體育園開幕禮
門票，網上出現炒票
情況。

▲啟德體育園開幕禮門票昨日換領，秩序井然。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啟德體育園將於本周
六3月1日舉辦開幕禮，大
公報記者率先到現場實測

散場路線，以較慢步行速度，模擬散
場時人群擁擠的情況，由主場館前往
啟德地鐵站及宋皇臺地鐵站，分別耗
時約九分鐘及十三分鐘。

記者實測時沿途發現，雖然前往
啟德站的步行時間最短，但經過零售
館前路段會有數個沒有圍欄的水池，
若在夜晚經過，或需留意腳下安全。

啟德體育園附近有三個主要交通
交匯處，分別是九龍城轉車站（又稱
富豪東方酒店站和宋皇臺公園站）、
亞皆老街球場站及九龍城碼頭巴士總
站，俱是由啟德步行向宋皇臺方向。

開幕禮當日，城巴及九巴將分別
開辦5條及6條散場特別路線供市民前
往港九新界。城巴5條路線將前往九龍
市中心、將軍澳、屯門、中西區及東

區。九巴6條路線則前往觀塘及將軍
澳、美孚及荃葵青、屯門、元朗及天
水圍、灣仔及中環，以及白石角、大
埔及上水。

港鐵早前表示，屯馬線列車服務
會加強服務，必要時會安排空載列車
直接到啟德或宋皇臺站接載乘客。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換票安排暢順 指示仍有改進空間

啟德體育園開幕禮其中8500張
門券，上周五（21日）在城市售票網
發售，買到門票的市民昨日起可到園
區換領實體票。

開幕禮門票供不應求，警方早前
接報有不法分子在網上平台高價出售
原價每張10元的門票，每張介乎100
至2000元，調查後拘捕三名16歲至
33歲賣家，分別報稱學生及化妝師，
涉嫌企圖詐騙，出售假門票，獲准保
釋候查。

警方採取行動後，網上二手轉售
平台炒賣啟德體育園開幕禮門票帖
文，一度銷聲匿跡，不過隨着昨日開
始安排中籤人士取票，炒賣活動又再
死灰復燃，部分 「黃牛黨」 甚至在帖
文上展示已取得的實體票，包括座位
編號，開價由600元一張至1500元兩

張票不等，對比歌星周杰倫在啟德體
育園演唱會的門票，開幕禮炒價甚至
比周杰倫 「山頂位置」 的門票更高。

早前拘三人 涉高價售假門票
大公報記者喬裝買家向炒家查

詢，對方表示主辦方的 「實名制」 ，
只限領取門票，所以買票者可以放心
入場。記者昨日嘗試向多名炒家買
票，不過似乎反應非常踴躍，不足一
小時內已接近全部售罄；有炒家則表
示，由於有多人查詢，所以留待稍後
再回覆。

警方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
早前拘捕兩女一男，在網上以高價放
售表演活動門票，涉嫌企圖詐騙，案
件繼續由東九龍總區科技及財富罪案
組跟進調查。警方會採取適當行動打

擊非法出售門票活動。
警方又強調，根據香港法例第

172章《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六
條 「對未獲授權而售賣門票的限
制」 ，如門票或門券是授權或看來是
授權進入根據條例獲發牌的公眾娛樂
場所，則任何人不得以超過該東主、
管理人或籌辦人就活動所定的款額的
票價，售賣或要約出售該等門票或門
券，或展示或管有該等門票或門券以
供出售，或游說他人購買該等門票或
門券。任何人違反以上條文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

公開發售的開幕禮門票採用實名
制登記，體育專員蔡健斌早前表示，
兌換實體門票後可轉贈親友，屆時觀
眾持實體門票入場時毋須再核對姓
名，但提醒市民不得 「炒黃牛」 。

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林少權
製作：張凱文

啟德體育園開幕日交通攻略

資料來源：各公共交通工具網頁

從北角碼頭乘搭渡海小輪
前往九龍城碼頭，下船後步行前往

離開（活動結束後提供服務）
巴士線

SP1

SP2

SP3

SP5A

SP5B

SP6

SP7

SP9

SP10

SP11

途經地點

往坑口（北）將軍澳醫院（途經觀塘、翠林邨、厚德邨等站）
往太子、旺角
往青富苑（途經葵芳、美孚、青衣等站）
往屯門碼頭（途經屯門公路轉車站、田景邨、屯門碼頭等站）
往屯門（途經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新墟（紅橋）、兆康（欣田）、菁田、NOVO
LAND、和田）
往天恆邨（途經元朗、天水圍等站）
往上水（途經白石角，大埔及粉嶺等站）
往將軍澳（途經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調景嶺、尚德、將軍澳市中心、日出康城）
往中環港澳碼頭（途經灣仔、中環等站）
往港島東（途經東隧、鰂魚涌、太古、西灣河、筲箕灣、柴灣、小西灣）

巴 士

前往

3個主要交通交匯處：1）九
龍城轉車站（富豪東方酒店
站和宋皇臺公園站）、2）
亞皆老街球場站、3）九龍
城碼頭巴士總站再步行前往

路 線
60條巴士路線（詳情可瀏
覽 「啟德體育園app」 ）

方 法

港 鐵
車 站

啟德站

宋皇臺站

步 程

D出口，
出站後直行約5-10分鐘
D出口，右轉步行5-10分鐘

渡海小輪

方 法

為鼓勵持票人及早換領
啟德體育園開幕禮門票，主
辦單位向昨日和今日首1000

名換票人士，派發啟德零售館優惠券，有
市民為了領取優惠券而提早到場；有成功
搶票的北京旅客表示，期望來港感受體育
園開幕的氣氛，見證歷史盛事。

園方上午已在啟德體藝館外架起鐵
馬，劃分三條通道，分別讓授權人士、領
取門票人士及公眾人士分開進入館內，排
隊換票的人龍由場館內一直延伸到出口
外。

成功購票人士昨日至周六指定時間，
憑電子換領券及身份證明文件，換領實體
門票才可以在開幕禮進場。大公報記者現

場所見，體藝館內設有十多個換票櫃位，
每個櫃位也有最少兩名員工為市民提供服
務，並有工作人員負責提醒市民取票程
序。

排頭位的市民表示，雖然中午12時
開始才可以換取門票，但她因為首次到體
育園，擔心尋找換票地點需時，又希望避
開換票人潮，所以早上10時許已到達場館
外，她形容買票和換票安排暢順。

不過，另一市民認為，由購票到換票
的過程，例如由港鐵站步行至體藝館，未
有清晰指引，導致去錯入口。另外，也有
市民表示，原以為座位先到先得，到場後
才知道門票已劃位，建議相關部門將來更
清晰列明條款。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見證
盛事

記者實測散場路線 啟德站最近
觀眾
注意

▲城巴開辦五條特
別路線，接駁啟德
體育園方便觀眾離
場。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今天過來取
票挺順暢，
五分鐘左右
就取到票。

之前買票時以為可以在各
區的取票機取票，結果要
到啟德拿票，覺得有點
遠，從東區過來要花很長
時間，期待可以在開幕禮
見到（歌手）張天賦。

手機掃覽景點今昔 擴展至大坑

取票過程很流暢，不
用排隊也不是很複
雜。年輕人會網上購
票就還好，但對老人
家來說不是太方便，
我覺得以後留一部分
票供長者到現場買。

開幕禮最期待見到內
地歌手張杰。我本身
住屯門，過來場館其
實有點遠，希望之後
取票可以像之前一
樣，可以在各區的取
票機上取票。

羅小姐楊先生馮先生

取
票
市
民
意
見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政府早在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推動智慧旅遊，包括利
用擴增實景（AR）等技術提升旅客體驗，旅
遊事務署昨日將 「城市景昔」 文創旅遊項目擴
展至大坑，手機掃描指定地點的 「AR時
鐘」 ，即可欣賞360度歷史全景圖像，令不少
旅客讚嘆形式新穎。旅遊業界希望未來政府增
撥更多資源，推出更加實際可用的旅遊科技產
品。

2021年旅遊事務署委託香港城市大學研
製並推出 「城市景昔」 旅遊項目，昨日將項目
擴展至大坑，只需使用智能手機下載 「城市景
昔」 手機應用程式，前往火龍徑、銅鑼灣道、
蓮花宮西街、浣紗街和大坑火龍文化館，並掃
描設於五個指定地點的 「AR時鐘」 ，便可欣
賞由歷史照片或本地藝術家畫作整合而成的
360度歷史全景圖像。

旅客讚形式十分新穎
五個地點可串連成一條歷史散步路線，通

過AR 「穿越時空」 ，欣賞由歷史照片或本地
藝術家畫作整合而成的昔日街景，亦有大坑不
同年代的居民生活、社會環境變遷等。

來自新加坡的旅客James向大公報記者

說，以前來港只會去銅鑼灣的商場和餐廳，很
少了解附近大坑的文化故事，用AR的方式就
可看到今昔對比的香港街景，他讚嘆形式十分
新穎，令自己也了解到很多未聽過的歷史文
化， 「香港在文化旅遊方面一直很有創意，多
向旅客推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

現時本港已將AR等科技越來越多應用在
旅遊方面，職業訓練局酒店及旅遊學院課程總
監黃家榮向大公報記者表示，香港很多景點都
會用二維碼的形式，介紹歷史資訊，尤其在主
題公園等景點，較多利用AR或VR等技術，將
視覺技術通過熒幕的展示性，令旅客有更逼真
的體驗。

對於財政預算案，黃家榮希望能增撥更多
資源與新興科技，他舉例稱，若能有特定APP
可通過地圖看到各個景點的人流量，相信對旅
客出行前的行程規劃更有幫助。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向大公報記者
表 示，現時的 「城市景昔 」 亦可以與
「Discover Hong Kong」 結合，相信效果會

更好。崔定邦表示，疫情期間較多人討論智慧
旅遊，即所謂的 「雲旅遊」 ，他認為現在香港
啟動算合適時間，因為技術成熟，推出的產品
也都是實際可用。

旅遊事務署 「城市景昔」 旅遊
項目擴展至大坑，新增指定地點包
括火龍徑、銅鑼灣道、蓮花宮西

街、浣紗街和大坑火龍文化館。
製作團隊介紹，在選區地點時，會考慮該

位置能否利用原有的設備，例如將可掃描的
「AR時鐘」 固定在路標上，以及該位置曾經周
圍的地標性建築等，例如在大坑火龍文化館點
掃描，AR可呈現附近一帶曾經的社區風貌，包
括大坑居民的日常，還可看到舊時舞火龍燒炮
仗的熱鬧場面；若在浣紗街點掃描，即可看見
1953年的新村街30及31號，現已是三級歷史
建築，以及虎豹別墅等。

「城市景昔」 製作團隊項目經理梁偉倫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大坑的項目用兩年時間完成，
包括前期研究、找資料、舊相片等，當中最困
難是要完成360度的AR影片，團隊要找舊報
紙、舊書等，甚至還找到今年已90歲的老街坊
荃叔口述歷史， 「我們與荃叔一起回憶他的童
年，在這生活見到形形色色的人、常去避風塘
玩水等，我們畫出畫面後也會再問荃叔，這與
他小時候的畫面是否符合。」

參與設計的動畫藝術家李鈺淇介紹，在製
作時畫畫部分是不難的，但與科技結合是第一
次嘗試，尤其此次要做立體3D畫面，包括以前
的歷史建築是什麼樣子，都只能通過黑白舊照
片製作，有些畫面很難想像出來，好在最後出
來的效果很好。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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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事務署委託城大研製， 「城市景昔」 文創
旅遊項目擴展至大坑。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