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5月8
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夏寶龍抵達澳門
進行考察調研。當日下午
抵澳後，夏寶龍前往禮賓
府與行政長官岑浩輝及特
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
負責人見面交流。夏寶龍
轉達習近平主席對澳門同
胞的親切問候和真摯關
懷，以及中央對新一屆特
區政府開局良好的肯定。 ▲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迎接到澳門考察調研的夏寶龍主任。

國務院港澳辦圖片

◀夏寶龍主任與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及澳門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機構主要負責人合影。 國務院港澳辦圖片

轉達習主席對澳門同胞親切問候
據澳門新聞局公布，夏寶龍昨日下午前往禮賓

府，在行政長官岑浩輝及中央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
辦公室主任鄭新聰的陪同下，與澳門特區行政、立
法、司法機構主要負責人交流，轉達習近平主席對

澳門同胞的親切問候和真摯關懷，以及中央對新一
屆特區政府開局良好的肯定。夏主任深入了解澳門
各方面的發展現況和未來規劃，以及特區政府的各
項施政工作。

岑浩輝熱烈歡迎夏寶龍主任來澳考察調研，並
表示夏主任此行再一次充分體現習主席與中央對澳

門發展的高度關切。新一屆特區政府認真貫徹落實
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並在中央港澳辦、澳門
中聯辦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有序推進落實
各項施政部署。

出席交流活動的澳門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主要負責人包括立法會主席高開賢、終審法院院

長宋敏莉、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經濟財政司司
長戴建業、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社會文化司司長柯
嵐、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偉文、檢察院檢察長陳子
勁、廉政專員歐陽湘、審計長歐陽瑜、警察總局局
長梁文昌、澳門特區海關關長何浩瀚，以及行政長
官辦公室主任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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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片區接逾20意向書 下半年招標

夏寶龍抵達澳門進行考察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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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 「五一」 假期，攀升的氣
溫和走高的旅客數字，映照着澳門源源不
斷的人氣。據統計，5月1日至5日，總訪

澳旅客超過85萬人次，日均約17萬人次，較去年同期
增長40.8%。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22.19萬人次，創
下疫情後單日入境旅客的最高紀錄。酒店入住率普遍
超過九成，不少酒店入住率達到100%。大公報記者昨
日訪問多位旅客，他們都不約而同點讚多元文化下的
澳門風情，讓人感受活力、繁榮與安全。

「一到澳門就感受到不一樣」
黃金周雖然已結束，訪澳旅客仍然絡繹不絕。不

少遊客選擇錯峰出行，來自南京郵電大學的陳同學便
是其中一員， 「一到澳門就感受到不一樣！」 陳同學
漫步大三巴牌坊，更是直呼 「被震撼」 ： 「照片遠不
及親眼所見，石磚路、復古建築，每一處都像電影裏
的場景，比瀝青路多了份歲月的味道。」

除了打卡標誌性景點，陳同學的行程還藏着 「粉
絲專屬浪漫」 ，是為一場心儀的演唱會而來。她說：
「白天逛古蹟，晚上聽演唱會，這種傳統與現代交融
的體驗，正是澳門的獨特魅力。」

五月的澳門，處處瀰漫着藝術與文化的芬芳。橫
跨整個月的第三十五屆澳門藝術節正如火如荼舉行，
為觀眾呈獻15項精選節目，涵蓋戲劇、戲曲、舞蹈、
音樂及視覺藝術等，以光影織夢。五月份還有多個中
西方民俗活動，如魚行醉龍節、譚公誕、花地瑪聖母
聖像出遊等，都是澳門富有特色的禮俗儀式，歷來都
深受歡迎。陳同學說： 「雖然不能欣賞到每個節目，
但充分感受到澳門就像一座活的博物館，既有東方傳
統節慶的熱鬧，又能感受到西方宗教文化的韻律，這
種多元共生的氛圍讓人着迷。」

穿梭大街小巷 享受不同體驗
來自湖南的彭同學與戴同學則笑稱： 「別人去哪

我們就去哪，沒有特別的旅遊攻略」 。她們會穿梭於
澳門的大街小巷，尋找那些不為人熟知的角落，享受
着與眾不同的旅遊體驗。在澳門的每一個角落感受濃
厚的文化氣息，無論是歷史建築上的雕花，還是澳門
街頭的美食，都讓她們對澳門的多元文化有了更深的
認識。另一方面，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豪華酒店，充
滿活力的商業區，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讓她們
同時感受到澳門的繁華與安全。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文） 林良堅（圖）

「五一」黃金周旅客增40.8%
旅客：感受澳門活力繁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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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首岑浩輝及特區主要官員交流

澳門居民：感謝中央關懷厚愛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澳門報道：

2024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臨澳門，
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並視察澳門
特別行政區。多位市民昨日向大公報記者表
示，習主席親臨澳門視察，充分體現了對澳
門的高度重視。時隔近半年，夏寶龍主任繼
去年再次來到澳門考察調研，傳達習主席與
中央對澳門發展的關心。他們深深感受到中
央對澳門的關懷厚愛，也期待夏主任此行更
深入社區，了解市民的心聲。

在澳門的繁華街頭，有一位被遊客們親
切地稱為 「冰箱貼爺爺」 的譚先生正在售賣
着精美的冰箱貼，他經常與來自各地的遊客
分享澳門的故事。譚先生告訴記者，習近平
主席去年12月18日在抵達澳門國際機場時表
示： 「澳門是祖國的掌上明珠，我一直惦念
着這裏的發展和全體居民的福祉。」 譚先生
對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感謝習主席一
直支持澳門的發展，時時牽掛着澳門經濟社
會發展和民生福祉。

譚先生和記者分享了過去半年的澳門發
展，遊客明顯多了，當中他觀察到多了其他國

籍的遊客，例如來自東南亞國家的，韓國、菲
律賓等。他談及澳門新一份施政報告，特區政
府將增設六個領導小組及工作組，譚先生點讚
的同時，也希望各小組完善頂層設計，助力澳
門經濟發展，支持中小企業。

「回歸後的澳門，民生福利愈來愈好。」
有90多年歷史的山貨陶瓷店的店主黎先生見證
澳門回歸後變得愈來愈繁華。對於夏寶龍主任
來澳門考察調研，黎先生充滿期待： 「中央一
直關注澳門的發展，希望夏主任能多深入社
區，了解市民的心聲。」

「澳門發展離不開中央支持」
澳門青年蔡先生表示，澳門的發展離不

開中央的支持，包括一系列的惠澳政策，例
如內地新增開放 「自由行」 的城市，對珠
海、橫琴居民實施簽證便利的政策以及團隊
在澳琴 「團進團出」 、多次往返的政策，都
給澳門帶來了非常多的積極的推動旅遊業發
展要素。此外，與澳門一水之隔的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的重要平台。愈來愈多澳門青年來此創業逐
夢，演繹精彩人生。 「希望兩地青年的思想
碰撞與創新協作，促進不同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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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先生感
謝中央一直
牽掛着澳門
經濟社會發
展和民生福
祉。
大公報記者
林良堅攝

【大公報訊】香港特區政府致力推動北都發展，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出席香港規劃師學會國際規劃
論壇，向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的線上線下約500名與
會者作主旨演講。她表示，發展北部都會區不可單靠
政府公帑，而是要引進私人市場的力量，展開更多元
化的發展，其中政府計劃推行的 「片區開發模式」 ，
市場反應良好，至今已接獲逾20份意向書，將於今年
下半年正式招標。

甯漢豪又以北部都會區發展進程所遇到的各種挑
戰，分享發展局近年就開發土地模式所作出的變革，
包括嘗試多元發展模式，如片區開發、優化原址換地
安排、採用更多公私營合作等，她強調 「以人為本」

的安置安排、城鄉共融的發展策略，以及講求彈性和
戰略留白的新規劃路向。

簡單低稅制完善法治吸引落戶
在吸引企業落戶北都方面，甯漢豪認為，政府須

確保公共財政穩健並可持續，向企業提供補貼並非輕
易可為，強調香港吸引企業之處在於其自身優勢，包
括實行簡單低稅制、普通法制度、完善法治、多元化
人才庫，以及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
均是香港的獨特競爭優勢，應當持續強化。

另外，地政總署昨日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為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二期，張貼第三批收回土地
公告，收回18幅私人土地，總面積逾1.9萬平方米，
包括早前公開接受原址換地申請但最終未有接獲申請
的部分用地，以及1宗因申請被視為撤回而未能完成
原址換地涉及的用地，收回土地後政府將展開工程。

這18幅私人土地將於公告張貼後3個月，即今年8
月9日復歸政府所有，政府之後會向土地業權人發放
特惠土地補償，預計受影響住戶和業務經營者，最早
今年12月要遷出。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全面發展後，將提供逾6.6
萬個新住宅單位，容納逾18.4萬新增人口，創造約15
萬個就業機會。

◀黎先生希
望夏主任能
深入社區，
了解市民的
心聲。
大公報記者
林良堅攝

【大公報訊】醫學實證與臨床卓越研究
所昨日正式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醫務衞
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醫卓所成立標誌本港
醫療體系發展的新里程，期望醫卓所能促進
醫療專業交流，並與世界各地負責醫療專業
實證及臨床指引的機構保持聯繫，讓醫護人
員了解並應用最新技術，進一步推動香港發
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醫卓所是匯聚香港醫療衞生界多方面力
量的專業平台，以實證為本制訂臨床指引，
並研究建立公私營醫療服務質素及效益基
準，進一步提升香港享譽國際的醫療水平。

開拓更具效益醫療方案
醫卓所昨日舉行首次會議，七間創始成

員機構，即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衞生署、醫
院管理局、基層醫療署、中文大學醫學院、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以及私家醫院聯會
均有出席。

盧寵茂感謝醫療衞生界同仁應邀成立醫
卓所，標誌着香港醫療體系發展的新里程。

醫卓所作為專業平台，以循證醫學為基礎，
結合公私營醫護人員的豐富經驗和臨床數
據，開拓更具效益的醫療方案，讓本港接受
治療的廣大病人受惠。

他續說，因應醫療科技日新月異，期望
醫卓所能促進醫療專業交流，並與世界各地
負責醫療專業實證及臨床指引的機構保持聯
繫，讓醫護人員了解並應用最新技術，進一
步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醫卓所成員橫跨公私營醫療界別，讓業
界有效蒐集數據和案例，詳細探討篩查、診
斷、治療和管理不同疾病的臨床做法，評估
各種醫療選項的效益，例如藥物、醫療器
械、診斷技巧、手術程序、非藥物治療和創
新醫療科技。醫卓所會編製並公布臨床指
引，以及服務質素及效益基準。

臨床指引和基準除了供醫護人員參考、
提升醫療水平外，同時可用作公眾教育，讓
市民了解患上不同疾病而可能需要接受的醫
療服務。醫卓所也可建議政府推行政策措
施，以提升臨床卓越水平和執業質素。

醫學實證與臨床卓越研究所成立
推動香港成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發展局早前就北部都會區三個 「片區開發」 試點邀
請市場提交意向書，共收逾20份意向書。圖為洪水橋
／厦村。 大公報記者遂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