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長假期，一家大小
留港去哪裏玩？特首帶你

遊大澳。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趁復活節假期首日，前往充滿
水鄉風情的大澳遊覽。他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分享，欣賞大澳
美景之餘，更加身體力行支持地區經濟，選購本地製造的海
味乾貨，還與前來遊覽的外國旅客親切交流。

近年來，能夠體驗香港地道特色的海島遊大受歡迎。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發展不同的旅遊資源，以吸引
更多海內外旅客前來香港，感受香港與別不同的風情風貌。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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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迎黃金周準備
一 連 四

日 的 復 活 節
長 假 期 ， 港

人北上人數創新高之際，行政長官
李家超、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
淑佩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一同到訪本港旅遊熱點之一大
澳。

面對大量港人在復活節長假外
遊，李家超到訪大澳除了為本地商
戶打氣，親自推動本地旅遊外，希
望擔當旅遊大使，透過接觸內地及
外國遊客，推動香港旅遊。

目前，距內地 「五．一黃金
周」 尚差十天，把握時間契機將

「香港無處不旅遊」 的訊息，透過
官方及內地旅客在不同社交媒體傳
遞出去，吸引內地旅客安排來港短
途旅遊，這對內地一些仍未決定外
遊地點的旅客來說，能夠發揮催化
劑作用。

近年，內地或外國旅客來港旅
遊的目的及消費模式已經發生頗大
變化，香港必須為相關變化把好
脈，對症下藥推動旅遊。善用香港
半小時內可達海洋、海岸、島嶼、
山野、鄉郊等旅遊資源優勢，針對
不同地區、不同客源的需求進行推
廣工作，做好各種交通配套，讓海
內外遊客感受香港風情。

透視鏡
蔡樹文

無處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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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威尼斯 百年水鄉情
有 「東方威尼斯」 之稱

的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部，是
香港現存最著名的一條漁

村，村落部分位處大澳島上。大澳曾是
香港的主要漁港和駐軍鄉鎮，也是百年
來的漁鹽業重地。世代以來，大澳都是
漁民蜑家人的聚居地，漁民認為在平實
的土地上居住缺乏安全感，所以就在岸

邊建造棚屋住下來。密密麻麻的棚屋、
縱橫交錯的水道與橋樑，構成大澳現今
的面貌。傳統棚屋依漁船的概念設計，
棚頭是漁民日常作息的地方，棚尾用來
曬鹹魚、海帶等。遊覽大澳，可以乘舢
舨小艇在水道穿梭，近距離欣賞棚屋；
或在漁村裏走一圈，感受大澳的漁村風
貌。

話你知

李家超與旅客舟遊大澳
地道體驗 海島遊受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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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東：受惠中央惠港措施

深度遊 大澳假日人頭湧湧
香港無處不旅遊，在昨日復活節假期

第二日，大公報記者實地走訪大澳，看到
不少遊客前來觀光，街上一些小店出現光

顧人龍。有內地團登島遊覽，喜愛漁村風光別具特
色；有遊客說參觀棚屋、搭小艇、吃大澳名物沙翁與
大魚蛋，體驗到香港地道的一面。有傳統小食店表
示，近一年外國遊客有增加，相信是受惠於 「144小時
入境免簽」 等中央惠港措施。有店家表示，昂坪360推
出的食買玩套票，有助帶動遊客到訪。

漁村特色與眾不同
政府正在推動海島遊，在社交平台上，湧現旅客

分享的離島遊玩攻略，反響熱烈。大公報記者昨日在
大澳吉慶街、永安街一帶，可見街上遊人熙來攘往，
目測大部分是訪港旅客，留港消費的市民佔約三成。

多間具有漁村特色的商戶，店前有遊客圍觀購
物，大澳名物大魚蛋、炸魚仔、沙翁等，大受遊客歡
迎。行政長官李家超前日光顧的大埔餅店，顧客絡繹
不絕，下午時分，店前持續有20多人在排隊，等候約
10分鐘，購買新鮮出爐的沙翁。

東莞旅客黃小姐昨日和家人一同到大澳遊玩，她
說與家人過去曾來港遊玩，第一次遊大澳，獨特的水
鄉風情讓她眼前一亮， 「入到來才發現，香港不但有
國際都市的一面，亦有休閒自然的體驗。」 她說對香
港的市區已比較熟悉，這次特意參加旅行團， 「今次
到大澳、梅窩等度假，是因為旅行團可包辦行程，自
己只管玩得開心就好，特報兩日一夜團，輕鬆遊大
澳」 ，她說打算未來和家人一同探索香港郊野，體驗
更多自然風光。

觀光套票帶動生意
來自台灣的陳小姐昨日抵港，在東涌的酒店辦理入

住後，便和香港朋友 「直踩」 大澳， 「我跟朋友說，想
看看一些很地道的風景，朋友便推薦我從大嶼山開始
玩。」 她在大澳體驗了小艇遊、參觀了棚屋，亦嘗試了
朋友推介的大魚蛋和沙翁，感覺和印象中的香港大有不
同， 「一直以為香港就很國際很時尚，但其實也很有地
道的一面」 ，她說十分期待往後五日的行程，相信從漁
村開始遊玩，可更了解香港的發展歷程。

不少商戶認為政府推動海島遊，有助帶動生意增
加。永安街一間小食店的店主向記者表示，近一年
來，大澳多了團客光顧，相信與政府帶動海島遊，以
及昂坪360推出觀光套票等措施有關， 「近年港人多外
遊，島內生意受影響，但觀光套票等措施，帶動增加
到大澳的遊客，對生意有一定幫助。」

有傳統小食店的負責人向記者表示，近一年見到來
大澳觀光的外國 「背包客」 增加，相信和 「144小時入
境免簽」 等中央惠港措施有關。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李家超18日在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局長羅淑佩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局長麥美娟等官員陪同下到訪大
澳。李家超先是乘船觀賞依着河道兩
岸搭建、縱橫交錯的棚屋和周邊景
致，並與船上的外籍留學生聊天。德
國留學生表示更喜歡香港。 「香港很
多元化，既是大都會，又可花短短30
分鐘，便能置身於大自然環境中；我
的目標是以後回來香港發展事業。」

嘗沙翁 買蝦醬 賞棚屋
下船後李家超在大澳村內遊覽，

並在餅店外遇到廣州遊客程小姐。程
小姐表示看到內地社交平台推薦，專
程來大澳觀光， 「希望往大自然方向
走，空氣比較新鮮，吃吃農家菜，吃
吃新鮮的海鮮，會比較舒服一點。」
她又說現在廣州南站搭高鐵來港很方
便，只需約45分鐘，李家超則向她
推介坐艇欣賞棚屋，又鼓勵她帶更多
朋友來遊覽和多消費。

隨後李家超在餅店購買人氣美食
「沙翁」 ，又在海味店購買蝦醬、大
蝦米、大地魚粉等本地海產。李家超
沿途向不少遊客、市民打招呼，更有
不少市民遊客熱情地和李家超自拍。
在離開大澳前，李家超在酒吧遇到第
一次來港的英國美食博主，她表示香
港是擁有最多美食的地方之一，又透

露將遊覽香港太空館和去海洋公園看
熊貓。

善用島嶼鄉郊發展旅業
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旅客們向他反饋，除了喜歡香港繁華
城市生活外，也熱愛深度遊，認識香
港本地多元文化，像大澳這些山光水
色的地區，讓他們感覺愜意。特區政
府日後也會以創新思維將香港打造成
首選旅遊目的地，利用好香港豐富和
獨特的資源，如島嶼、鄉郊等，做到
「香港無處不旅遊」 。

民建聯離島支部主席祝慶台接受
大公報記者訪問表示，李家超當日早
上11時到達大澳後，在當區關愛隊
陪同下探訪了兩位長者，關心他們的
生活需求。他又透露，李家超沿途不
斷同遊客和本地居民交流，當地商戶
都表示這個長假期，人潮增加約兩成
至三成，有超過一半是外國遊客，還
有內地遊客和市民湧入遊玩。

祝慶台表示，為充分發揮香港無
處不旅遊的獨特優勢，建議特區政府
重視交通問題，擴建道路，方便旅客
進出大澳。另外，他指大澳目前只有
一家酒店，房間長期供不應求，如果
能夠在大澳推出試點民宿，方便遊客
在大澳居住，認為對振興當區經濟將
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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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班次疏 「等車三小時」
大澳獨特的水上棚屋、傳統漁村風情及自然

生態吸引不少遊客。不過，偏處一隅，交通相對
不便、基礎設施不足，窒礙發展。

大公報記者昨日實測，從青衣前往大澳，要乘搭港鐵東
涌綫到東涌站，再到東涌巴士總站轉乘巴士才能到達大澳，
不太便利。該時段入大澳人數不算太多，但仍需等候近十五
分鐘才上到11號巴士，整個路程消耗近一個半小時。出島時
則是遊客接近傍晚黃昏同一時段離開，需要排隊輪候多班巴
士，前後花費將近兩小時才抵達東涌站。

此外，島內垃圾桶等配套設施不足，為遊客和居民造成
不便。以吉慶街為例，記者走訪途中只見到三處垃圾回收
點，而不少垃圾桶的腳踏亦故障，有旅客將垃圾隨手放在垃
圾桶蓋上，風吹來便容易出現 「紙袋隨街走」 的情況。有遊
客向記者表示，垃圾桶不足或影響幫襯小食店的意欲。

經營大澳小食店的鄭小姐表示，大澳有旅遊潛力，但交通
不便和基礎設施不足制約着發展。她表示，現時出入大澳多靠
巴士或渡輪，但現有巴士及渡輪班次稀少，周末及節假日經常
出現排隊長達數小時的現象， 「等車三小時、路程半小時」 成
為常態，而島內的
公廁、垃圾桶亦不
算足夠，曾出現有
遊客曾經等車太久
遇內急，需要通街
找店家借廁所的窘
況。她期望，政府
未來能協助安排更
多班車出入大澳，
增添基礎設施。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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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食
店
負
責
人
鄭
小
姐
表
示
，
近

年
到
來
大
澳
觀
光
的
外
國
﹁背
包

客
﹂
增
加
不
少
。

大
公
報
記
者
劉
碩
源
攝

▲前往大澳的巴士線經常排長龍，十分
不便。 大公報記者劉碩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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