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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方艙倡建體藝交流園
民建聯：可與郵輪碼頭體育園發揮協同效應

疫情結束一年多，至今多個俗稱方艙醫

院的社區隔離設施仍一直處於閒置狀態，

當中包括佔地約8萬平方米的啟德方艙醫

院，約有3,000個房間，閒置後每月仍需要

近40萬元公帑維持運作。民建聯認為，可

善用此幅土地資源重新規劃發展，打造成

「啟德國際藝術體育交流園」，認為是以

新思維發展香港旅遊新產品的良好機會，

並建議將園區劃分成青年文創、非物質文

化遺產區等6大功能區域，相信可與啟德郵

輪碼頭、啟德體育園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方艙設施現況
已改變用途

◆新田：去年11月起變身為新田訓練場，由建造
業議會管理，為建造業工友提供培訓和工藝測
試場地，包括塔吊運作訓練、繩索安全訓練、
油漆及裝飾工中級工藝測試等

◆青衣：改為青年制服團體培訓設施，舉辦升旗
及步操培訓以及青年發展相關活動，今年初投
入運作

◆元朗潭尾：去年10月改造為建造業輸入勞工宿
舍，由建造業議會管理，提供約2,300個單位，
最多容納9,000人

◆落馬洲河套：年內擬移至政府工地重組，釋出
土地建創科園大樓，重組後用作工地辦公室、
員工休息室和物料儲存室；另河套區中央援港
應急醫院去年4月交醫管局運作，提供日間放
射診斷服務，後增設微生物化驗、內視鏡檢驗
等用途

仍然閒置

設施地點 每月開支

竹篙灣 170萬元

啟德 40萬元

洪水橋 12萬元

粉嶺 6.5萬元

大橋口岸人工島 6.5萬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體藝交流園六區構思
1. 青年文創區
◆提供場地予本地商戶、青年、藝術教育團體
開設辦公室、工作坊、排練室，協助青年創
業及藝術團體孵化萌芽，並供傳統手工行業開
設工作坊。以不同租用形式開設文藝長廊，供
藝術家展示作品，並定期邀世界各地藝術中
心、畫廊、收藏家參展，發展藝術市場。

2. 非物質文化區
◆香港擁有不少獨特非物質文化遺產如舞獅、舞
火龍，飲食方面有點心及奶茶等地道飲食文
化。園區內可由不同文化組織或團體設工作坊
教授製作技巧，確保珍貴的文化遺產能保存和
傳承。

3. 環保區
◆利用園區場地設「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概念

園」，籌建研究所或工作室，引入不同持份者
集思廣益，在政府推行環保政策前廣納民意及
業界聲音。另與不同團體制訂「社區環保目標
的推廣計劃」，培訓和教育市民環保及可持
續發展概念；同時與學校、團體、農莊合作
設「都市農莊」，讓學生或公眾體驗耕作，
並通過與農業生產者或養殖戶合作，推廣本
土農產品。

4. 運動與健康區
◆與體育園互相配合，並可興建水上運動中
心，提供不同水上活動，或開設健體班組，
增加市民參與運動機會。同時開設身心靈健
康室，協助提升大眾的心理健康。

5. 國際交流區
◆利用部分方艙單位改劃為民宿或簡約旅館，為
各地遊客、國際短期交流項目成員及本地青年
提供住宿服務。為促進文化交流，建議對與藝
術、體育相關交流團體提供住宿補貼。

6. 文化藝術公園
◆設歷史展覽館，展出舊啟德機場歷史、相
片、影片和模型，透過不同人物及故事講述
舊機場點滴，讓遊客及市民了解機場過去。
另打造為互動藝術空間，展出世界各地不同
藝術裝置，提升城市的藝術品味。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啟德方艙8萬平方米仍然閒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昨日上午，民建聯九龍城支部在立法會舉行
「啟德國際藝術體育交流園」規劃建議方案

發布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鄭泳舜，以及
多位區議員和社區幹事出席本次活動。該計劃旨在
將此前為應對疫情而建的啟德方艙隔離設施改造為
一個藝術體育交流中心，進一步鞏固啟德作為香港
藝術發展基地的作用。
李慧琼認為，現時啟德郵輪碼頭使用情況不理
想，有較大改善空間，而香港要打造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有背靠祖國面向國際的優勢，但近年
無論是藝術、文化還是體育的交流都受租金、場
地、人才等多方面限制，亦有不少年輕人或者有意
創業的人士認為香港難有發揮空間。

有潛力成為藝術發展基地
她表示，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已接近尾聲，加上
舊機場跑道改建工程的加持，啟德有能力承接各種
盛事項目，亦有潛力作為香港藝術發展基地，讓更
多本地青年在此創業並與國際友人交流，加上要樹
立「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可善用啟德方艙用
地，「把這個區域打造成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園，能

與啟德郵輪碼頭、啟德體育園發揮協同效應，將啟
德區打造成文化創意旅遊區，成為香港全新的旅遊
景點，相信會吸引更多旅客，以及增加旅客在香港
停留的時間。」
民建聯九龍城支部建議該交流區劃分成青年文

創、非物質文化遺產區、環保及可持續發展、運動
與健康、國際交流及文化藝術公園六大區域。青年
文創區可提供場地予本地商戶、青年、藝術教育團
體，開設辦公室、工作坊、排練室等，協助青年創
業及藝術團體孵化萌芽。

劃分六大功能區各適其適
至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區，九龍城區議員關浩洋指

香港是具有豐富多元文化的地方，擁有傳統節慶上
舞獅、舞火龍習俗等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議
讓不同的文化組織或團體在該區開設工作坊教授製
作技巧，讓市民有機會接觸及參與，確保文化遺產
得以承傳。
環保區則可設都市農莊，提供苗圃，讓學生或大

眾親身體驗耕作；運動與健康區則興建水上運動中
心，提供划艇、風帆、獨木舟等各種水上活動。至

於國際交流區，則提供民宿或簡約旅館服務，為旅
客及國際短期交流項目成員和本地青年提供住宿。
而文化藝術公園則建立展覽館，展出世界各地不同
的藝術裝置。

關鍵看交通配套財務安排
不過，鄭泳舜議員認為，發展交流園有兩大困

難，分別是當區交通配套不足，且要考慮財務可持
續性問題，民建聯將要求政府加快綠色捷運系統的
興建工程。至於財務可持續性上，他建議增加多元
收入來源，包括以出租工作室、展覽場地和活動空
間的形式給青年藝術家，為日後交流園帶來穩定租
金收入。
另外，鄭泳舜表示今年還將有約20個獲「M」
品牌計劃支持的大型體育項目舉行，「過去參與
一些大型體育項目時候，發現有好多運動員來港
都要花費不少時間找酒店，而在香港租借酒店費
用也不便宜，如果啟德方艙這片區域可用以住宿
租借，那麼這些國際級運動員就可以在啟德體育
館完成比賽後，就近到方艙園區居住，會更加便
利。」

國家「十四五」規劃制定香港在國家

整體發展大局中的角色，確立香港的

「八大中心」定位，包括推動香港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事實上，搞好

文化藝術產業，亦是增加香港旅遊吸引力的一大資

源，而本地各類文化藝術團體和工作者卻苦無創作

空間，令文藝工作者備受壓力。特區政府要發展文

化藝術產業，則有需要利用現有資源，如疫後閒置

的方艙醫院、空置校舍以及活化工廈，供藝團使

用，民建聯提出將啟德方艙打造為國際藝術體育交

流園，便屬物盡其用的一例。

特區政府有多項措施發展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包括加強培訓文藝人才，另增加博物

館和表演場地座位數目，並吸引更多國際文藝活

動在港舉行，以及推動文化藝術產業。不過，對

一眾文藝團體來說，增加表演場地固屬好事，但

另一要項是有否場地和空間進行創作和舉辦活

動，這正是困擾他們多年的問題。

除民建聯提出善用啟德方艙用地外，其他多個

方艙醫院仍被閒置。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到訪改作

外勞宿舍的元朗潭尾方艙，以及轉作建造業培訓

場地的新田方艙，均屬善用現有資源個案。能否

再規劃其他方艙用途，包括供藝團使用，乃值得

思考。不過，該些方艙均地點偏遠，若要發展便

須有交通配套才能吸引用家。

其實不少劇團、樂隊及其他文藝工作者，過去

也因工廈租金低廉而租用工廈排練或作工作室，

但近年工廈租金亦上升，加上以往相關部門因消

防安全或違反地契等問題，迫使部分文藝團體遷

離工廈，近90個劇團及大批戲劇界人士前幾年已

發表聯合聲明，促特區政府扶助香港戲劇發展，

提供足夠場地進行排練和製作。

馬會創藝中心活化廠廈
倘政府能利用工廈進行活化，改善消防設施給予

文化藝術團體使用，可解決他們苦無場地的困境，

而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是香港唯一整幢

廠廈活化而成的垂直藝術村兼藝術中心，給予百多

個各類型藝術工作者和文化團體設工作室，乃可參

考善用舊工廈的例子。除工廈外，亦可利用空置的

校舍和政府物業，供文藝團體進駐。

要打造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政府須

給予不同文藝團體的支援，若有用地集中讓文藝

團體設立工作坊，更可作出宣傳成為新的景點，

做到「香港無處不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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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活化老建築和舊廠房
的閒置空間上，都有不少成功
的例子。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指出，將老廠房改造成創

意園區的「北京798藝術區」便是當中的
成功案例，該園區原是由蘇聯援建及東德
負責設計建造、總面積達110萬平方米的
聯合廠，廠房於1952年籌建，而2002年開
始，由於該處租金低廉，吸引諸多藝術家
工作室和當代藝術機構開始聚集於該地，
逐漸形成了一個藝術群落。
「北京798藝術區」大致可分為6個片

區，其中798路兩側的D區和E區文化設施
最為集中。李慧琼表示，該園區的文化設
施包括畫廊、展覽館、設計室等，更成為
一個旅遊景點，「每年到訪遊客超過1,000
萬人次，這是近年北京的新地標，亦是文
藝青年的聚集地。」
此外，她以上海的「盤龍天地」為例，指
出香港亦可向其借鑑，讓閒置空間中的「舊
屋」換「新顏」。盤龍天地以中西合璧的方
式讓老建築重生，集商業、住宅、酒店、綠
地於一體，此區域保留許多以往的歷史建
築，同時也有許多翻新的新店舖、小眾品
牌、文創小店、美術館等，如今成為長三角
區域民眾遊玩休閒的熱門「打卡地」，「我
每次經過啟德方艙那一片地方，都很希望可
以將其活化，避免虛耗每月數十萬元開支，
如果能夠活化好，相信能夠令到香港贏、
CBD2（第二商業核心區）贏、旅遊業
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文藝團體苦無場地創作排練

◆元朗潭尾方艙已成為外勞宿舍。圖為外勞空閒時
在室外相聚。 資料圖片

◆北京798藝術區舉辦的藝術節，藝術家正進行塗
鴉創作。 資料圖片

◆民建聯倡議將啟德方艙打造成啟德國際藝術體育交流園，與郵輪碼頭、體育園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