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今年首五個月，來自中東及東
南亞穆斯林旅客，累計超過36萬人次。
香港旅遊發展局表示，正在透過認證、
教育和宣傳三大策略，打造香港成為穆
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包括與香港回教
信託基金總會合作，鼓勵餐廳參與清真
認證。食肆設立中央廚房專門製作不含
豬油的清真港式麵包，供應至其集團旗
下的冰室，讓穆斯林旅客感受 「原來菠
蘿包是這種滋味」 。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全球有約20億伊斯蘭教徒，近年香港積
極開拓穆斯林客源市場，包括中東的海灣合作
地區國家，六個成員國（即巴林、科威特、阿
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以及東南亞的印尼和馬來西亞。

推線上教程 助業界接待
穆斯林旅遊推廣機構新月評等，上月公

布《全球穆斯林旅遊指數》，香港在穆斯林
友善旅遊目的地（非伊斯蘭合作組織）的排
名首次躋身三甲，並獲選最具潛力的穆斯林
友善旅遊目的地。

「雖然我們已踏出一大步，但未來仍需
與各界緊密合作，打造香港成為穆斯林旅客
的首選目的地。」 香港旅遊發展局副總幹事
葉貞德表示，旅發局透過認證、教育和宣傳
三大策略，推動業界提升穆斯林旅遊配套。

葉貞德指出，上月底已推出《接待穆斯
林旅客的小知識》線上培訓材料，透過短片

及資訊圖表等形式，深入淺出地介紹穆斯林
的禮儀、飲食規範、禱告儀式、服飾要求及
節慶活動等，旨在加強業界對穆斯林文化的
認識，更好地掌握相關客群的需求。

簡文滌是一名穆斯林，從事飲食業多
年，一直希望突破這道美食鴻溝。他表示，
十年前已經設立中央廚房，專門製作不含豬
油及防腐劑的清真港式麵包，供應至其集團
旗下的冰室，並成功獲得香港回教信託基金
總會的清真認證。

打破舊思維 開拓新客源
今年初，簡文滌再下一城，在新開張的

尖沙咀分店內設立 「包房」 ，同樣獲基金總
會認證，接獲附近九龍清真寺暨伊斯蘭中心
等的訂單，也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
尼等地的旅行團慕名光顧，讓本地美食得以
發揚光大， 「我真心想推廣菠蘿包，它的製
作技藝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本港完成 「清真認證」 的餐廳數目持續
增加，由去年初約100間，增加至目前約
190間，亦有逾60間酒店、景點及會展場
地，獲得 「新月評等」 穆斯林友善評級。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回覆《大
公報》查詢時表示，取得 「清真認證」 ，餐
廳從食材、廚房設備、烹飪過程到服務，也
經過嚴格的清真驗證，確保完全符合伊斯蘭
教規，對於中式酒樓或老店，要取得 「清真
認證」 並不容易，因要增購獨立的廚具，就
連雪櫃也要另購，不可以冷藏豬肉，所以部
分食肆會選擇取得 「清真友善」 ，代表餐廳
有提供清真食品的選項，並在食材和廚房設
備上做出區隔。

「其實沒有難或不難，只有想做或不想
做。」 黃家和認為，特區政府積極開拓穆斯
林客源市場，當前市道增加收入，必須改變
舊有思維，取得 「清真認證」 是其中一個開
拓新客源的方法。

清真認證餐廳增至190間
香港三招打造穆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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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破局同心同向，社會各界挺膺擔當



最近一段時間，圍繞香港3年 「破
繭成蝶」 的熱議層出不窮、反響熱烈，
特別是港澳平重磅文章《堅定篤行
團結奮進──寫在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
之際》，對香港3年的改革發展給予高
度肯定，具有 「千錘打鑼，一錘定音」
的效果。這令筆者回憶起今年3月全國
兩會期間，中央領導對港澳發展的關愛
和期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丁薛祥在參加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
組會，與全體港澳委員共商國是時提出
四點希望：一是深刻理解和把握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重要方向；二是深

刻理解和把握港澳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三是深刻理解和把握港澳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戰略機遇；四是深刻理解和把握
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與要求。落實 「四
點希望」 ，需要凝心聚力，以改革精神
重塑發展格局。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
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在今年兩會期間看望港澳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時指出，
希望港澳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
新。他強調，推進港澳高質量發展，港
澳社會各界都是 「局中人」 、要當 「運
動員」 、爭做 「引領者」 。扮好 「三個
角色」 ，需要社會各界堅持不懈、盡心
盡力。

港澳平文章指出：「3年來，李家超
行政長官帶領管治團隊在中央政府和祖
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挑起香港當家人
和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重擔，主動識
變應變求變，勇於擔當、銳意改革、積
極進取，團結香港社會各界共同奮鬥，
全面推動特區各項事業邁上新台階。」
──這是客觀評價，也是充分肯定、高
度讚揚。

李家超7月1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八周年酒會上的致辭中表示：
「寧願做艱難的改革者，不能做安逸的

停滯者。」 表明了進一步求變創新的堅
定決心。

香港3年 「破繭成蝶」 ， 「當家
人」 功不可沒。時下，香港發展轉型處

於關鍵時期，改革破局再攻堅，不僅需
要 「當家人」 勇於擔當、主動作為，還
需要社會各界各盡其責、各顯其能，上
下齊心，左右配合，形成推動變革的巨
大合力。

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是香港發展的
受惠者，也理應成為香港發展的參與
者、推動者。過往，香港應對各種困難
挑戰時，大家是 「同舟人」 ；現在，香
港改革破局，大家都是 「局中人」 ，應
該同心同向，共膺擔當，任何人沒有把
自己當成 「局外人」 的理由！

認清角色，都是「局中人」
時下，一提到 「改革破局」 ，有些

社會人士的第一反應是：這是政府的事
情，是管治團隊的工作，要麼認為與己
無關，不問不想也不說；要麼出了一點
小力、提了幾條建議，就感覺讓其隨緣
吧。下意識、潛意識裏都把自己當成了
「局外人」 。

香港是我們的家，香港發生的一
切，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特
別是在重大變革面前，任何人不可能事
不關己、置身事外。

以維護國家安全為例，國安法實施
以來，香港完善選舉條例，把 「愛國者
治港」 落到了實處；重塑區議會，打通
了基層治理 「最後一公里」 ；落實 「23
條立法」 憲制責任，制定實施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這一系列變革，帶來的
是國安港安、國安家好，特區政府集中
精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創未
來，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
事情，解決了許多過去想解決而沒有解
決的問題，香港社會 「內耗」 大大減
少，凝聚力大大增強，每一位香港市民
都分享了 「安全紅利」 。

再以 「搶企業」 為例。自2022年特
區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成立以來，
已引進了84間從事前沿科技的重點企
業，帶來約500億港元投資，創造超過2
萬個職位。新增就業崗位僅是直接收
益，這些企業對香港產業轉型升級將發
揮重要作用，給香港帶來的間接效益更
大、受惠的人士更多。

《獅子山下》唱到： 「既是同舟/
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
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
手踏平崎嶇。」 ──這首歌之所以能風
靡一時、流傳久遠，一個重要原因是揭
示了 「身份認同」 ：我們都是 「同舟
人」 ！

「同舟人」 風雨兼程，榮辱與共；
「局中人」 利益共享，責任共擔。 「同

舟人」 與 「局中人」 是我們的共同角
色，理應櫛風沐雨、共襄大業。

主動作為，要當「運動員」
認清 「局中人」 的身份並不難，但

也有人認清身份之後，下場當 「運動
員」 的積極性不高，或興味索然，或意
興闌珊；遇到改革事宜，口頭表態多，
實際行動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對改革破局的認識不清。有
人憂慮，改革意味着香港的制度和政策
要作出翻天覆地的改變， 「兩制」 空間
將被壓縮；有人擔心，改革是要徹底改
變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角色， 「強勢
政府」 將會窒息市場活力和社會活力；
有人認為，改革會收緊香港居民的人
權，改變香港國際化的特色。

其二，對改革破局的緊迫感不強。
香港因港而生、因港而興，幾乎所有的
支柱產業都與 「口岸優勢」 有關，由於
佔據了好口岸，部分人習慣於 「賺過路
費」 、 「搵快錢」 。然而，今天的世界
已經變了，隨着互聯網經濟發展、人工
智能為代表的科技變革，以及以高鐵為
代表的陸路交通的重新崛起，香港的
「口岸優勢」 雖然還在，卻面臨嚴峻挑

戰。香港必須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把
「創科」 打造成 「新引擎」 ，這就需要

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然

而，部分人士對此認識不深，缺少危機
感、緊迫感。

其三，對改革破局的信心不足。解
決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難度很
大。比如， 「住房難」 不僅涉及到 「用
地難」 ，新建公屋還涉及噪音、交通、
不同族群之間的融合，以及公屋供應量
還影響房價升降，矛盾錯綜複雜。又比
如，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涉及到規則
規制的銜接，需要和大灣區城市一起構
建新的體制機制，在沒有路的地方闖出
一條路。部分人士缺少底氣和勇氣。

其實，香港的改革是在 「一國兩
制」 的框架下進行，目標是鞏固提升香
港的傳統優勢，培育香港新優勢，有人
擔心壓縮 「兩制」 空間、窒息市場和社
會活力、收緊人權等問題統統不存在。
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洶
湧，香港若一成不變，如同錯過互聯網
經濟 「風口」 一樣，將會再次錯失創科
發展的良機。至於如何看待改革遇到的
困難，不妨品味一下李家超在 「七．
一」 慶祝酒會致辭中引用的古語： 「天
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
不為，則易者亦難矣。」

不 「下深水」 ，則無法成大業；不
「摸實情」 ，則什麼都是空話。社會各

界當好改革破局的 「運動員」 ，不僅是
責任所在，也是形勢所需！

奮勇當先，爭做「引領者」
推動改革破局，特區政府 「牽頭抓

總」 ，是 「主推手」 ，但香港 「小政
府，大社會」 、 「小政府，大市場」 的
特徵明顯，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

筆者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港澳台僑
委員會副主任，在大灣區調研時發現，
粵港兩地工作對接出現一種現象：有不
少政策措施，廣東執行力較強，香港執
行力較弱。究其原因，廣東一方是政府
部門抓落實，香港一方是行業協會抓落
實。大灣區建設涉及的改革事項很多，
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改革破局步履維
艱、荊天棘地。

香港擁有為數眾多的行業協會、社
團組織、諮詢機構，以及實力雄厚的大企

業大集團，大家都應圍繞政府提出的改革
目標，爭做改革破局的 「引領者」 。為
此，應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

其一，政府發揮好統籌協調職能。
在推進重大改革時，政府不僅要向社會
各界做好解說工作，還應強化專業組織
的聯繫功能，讓他們提前了解改革意
圖、理解改革方案、明確改革重點，同
時，把一些專業機制的職能擴大，給他
們發揮作用創造有利條件。

其二，專業組織應打破 「墨守成
規」 的慣性。部分專業組織將自己定位
為 「協調者」 「服務者」 ，習慣於按部
就班做事情，而缺少 「引領者」 「改革
者」 的意識，工作比較被動。改革破
局，需要破舊立新，特別是要 「立新在
先」 ，專業組織的人士擁有深厚的專業
背景，應以 「行業領袖」 的視野、思維
和擔當精神來推進創新。

其三，大企業大集團應當 「標
桿」 。無論是參與前海、河套合作平台
建設，還是北部都會區開發；無論是做
大 「香港研發+深圳製造」 ，還是發展
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無論是化解民生
難題，還是推進文旅轉型升級，大企業
大集團一舉一動，都可發揮帶動作用和
示範效應，大企業大集團應率先爭做
「引領者」 ，為改革破局注入正能量。

夏寶龍主任在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
5周年論壇上的致辭中指出： 「社會各
界都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
政府，與特別行政區政府同頻共振，凝
聚改革共識，創新改革舉措，共同實現
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這是對香港社會各界寄予厚望。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
革創新者勝。」 3年 「破繭蝶變」 ，香
港魅力綻放；改革攻堅破難，各界共擔
重任。只要我們步履鏗鏘、堅如磐石，
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必將再次書寫香
江不朽名句！

屠海鳴
點擊香江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
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
座教授）

▲ 「包房」 生產的麵包和唐餅全部不含豬油，所有原材料
均須經教會審批。 ▲冰室「包房」獲清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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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杰報道：發展局近年積極
推動業界採用 「組裝合成」 （MiC）建築法，提升
生產力和成本效益。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在網誌
「局長隨筆」 中指出，現時已經有超過100個政府
及私人項目採用MiC建築法。局方會繼續在本地和
海外推廣這種先進建造方法，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
成 「組裝合成」 建築科技和建造中心，令其MiC建
築成為全球具有競爭力的建築品牌。

甯漢豪表示，最近粵港兩地合辦了一個大型推
廣活動── 「 『組裝合成』 模塊化建築產業發展
周」 （發展周），除促進各地交流及將MiC推廣至
國際，亦公布了一系列強化措施以完善MiC產業鏈
的發展。MiC建築法涉及不同建築組件，廣東省為
組件的生產基地，而香港在研發、認證、海外推廣
方面有獨特優勢。今年6月23至28日，發展局與廣
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住建廳）等合辦一系列發
展周活動，既匯聚 「政、產、學、研」 ，同時亦宣
布多個重要舉措，包括發布《粵港 「組裝合成」 模
塊化建築跨境貿易指南》和首份 「組裝合成」 年度
需求預測，以及頒發 「組裝合成」 製造商認可計劃
證書予首批八間認可製造商。

建科院與港大合作 訂灣區標準
在發展周啟動禮上，由廣東省住建廳和發展局

共同領導的粵港澳組裝合成模塊化建築產業發展聯
盟（聯盟）正式成立，聯盟由粵港澳相關的行業協
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業單位和專家學者組
成，助力粵港澳建造業升級轉型。

此外，建科院向首批八間在 「組裝合成」 製造
商認可計劃下通過嚴格評審的製造商頒發認可證
書。建科院會積極在海外推廣MiC技術及認可計
劃，為認可的製造商開拓國際市場。建科院正與香
港大學模塊組合建造實驗室及廣東省建科院合作，
共同制訂及完善MiC相關的灣區標準，助力MiC技
術走出世界。

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表示， 「組裝合成」 市
場需求量非常大。預測未來五年完工的樓面面積約
250萬平方米，包括住宅、學校、醫院及政府大樓
等。

發展局亦於近期積極向國際市場推廣 「組裝合
成」 建築法，包括接待來自卡塔爾和愛爾蘭的代表
團，他們都表示對這種高效建築方法很有興趣。常
任秘書長（工務）劉俊傑上月亦率領同事前往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沙特阿拉伯介紹這種創新
技術的優勢。

《里斯本丸沉沒》在港首映 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紀錄片

《里斯本丸沉沒》昨日（6日）在香港舉行
首映禮，以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里斯本丸沉沒》取材自太平洋戰爭時
期一段真實歷史。1942年10月，關押1800
多名英軍戰俘的侵華日軍運俘船 「里斯本
丸」 號從香港前往日本。由於日軍沒有遵照
國際公約標識運俘船，該船途經舟山附近海

域時被美軍擊中，日軍不但不及時施救，反
而射殺逃生人員。生死關頭，舟山東極漁民
一次次划着小舢舨衝入槍林彈雨，先後救起
384名戰俘。

這部歷時8年拍攝的紀錄片，搶救性尋
訪事件親歷者及其後代、歷史學者，挖掘出
大量珍貴歷史文獻和影像資料，讓這段歷史
得以在大銀幕上重現。

出席首映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

港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組長李慧表示，
這段歷史是鮮活的愛國主義教材，提醒大家
歷史不應被遺忘，和平與安定來之不易。
相信重溫歷史，能讓更多香港市民，尤其
是年輕一代，對愛國主義與抗戰精神體會
更深。

《里斯本丸沉沒》將於7月24日登陸香
港院線。公映前，該部影片還將走入香港理
工大學，面向學生群體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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