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田邨居民黃伯伯：
平田邨位置離藍田
站入口比較近，我
用大約幾分鐘行路
以及坐扶手電梯就
可以去到地鐵站，
但後面位置的德田邨、興田邨、藍田邨，甚
至更遠的廣田邨居民要出入藍田站就非常
遠，起碼要行十分鐘以上才到電梯口。我非
常希望政府在這幾條邨附近設立東九龍線的
站點，這樣幾條邨的居民都方便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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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邨居民李女士：
我平時會搭乘小巴
或 巴 士 前 往 地 鐵
站，車次頗密，在
繁忙時段亦只需等
候幾分鐘便可以上
車。我非常贊成在
屋邨附近範圍設置

東九龍線站點，最好行沒多久就有站點出入
口，無論這條線是接駁藍田站還是油塘站，
只要能接駁到地鐵就已經方便我們出行。

德田邨居民司徒先生：
我自己平時慢吞吞
行到藍田站，前後
大概需要用約20分
鐘，對於政府表示
要建立東九龍線，
在附近設置站點，
我非常同意，最好
這一兩年就可以動工開始建，讓我有生之年
可以享受到這條路線帶來的便捷。

熱點民議

「雙創新」推基建 東九改走線更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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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寶在專訪中多次強調創新及改革，在長遠運輸基建
規劃方面，目前香港共有6條重鐵及4條中型運量的智

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正處於興建籌備階段，工作量相當龐
大。為求在有限資源下完成建設目標，她提出「雙創新」模
式，一方面在技術上考慮引入內地最新的集體運輸科技；在
規劃程序方面，則可壓縮個別程序甚至同步進行多個步驟，
以節省時間。

研更多採用「設計及建造」招標模式
她說：「香港傳統以來有很多法定程序，例如由初步設計
到詳細設計，再到興建和運營，每一步都非常重要，但是否
需要一步做完才做另一步，其實並不是。」
她舉例指，政府未來或更多採用「設計及建造」招標模
式，即項目的設計和建造使用同一合約招標，承建商在較早
階段直接參與工程設計，令銜接更為順暢。
其中擬議的3個綠色集體運輸項目，陳美寶指，啟德線去

年已完成意向書收集，今年將率先展開招標。至於位於順
利、藍田一帶的東九龍線，因為路線相對複雜，需要更多時
間設計，預計於2026年招標。而洪水橋/厦村項目，政府亦
於上月開始徵集意向書，今年3月底截止，同樣預計2026年
展開招標。另有連接黃竹坑至香港大學的南港島線西段，仍
有待詳細規劃及設計。

擬建藍田北站連接三屋邨居民
就東九龍線，陳美寶透露，綜合考慮後，政府決定更改走
線，將部分藍田穿山隧道改為上山路段。她解釋，項目共收
到35份意向書，有建築商反映藍田穿山隧道一段成本較貴，
亦有當區居民反饋，住在上山的居民無法使用隧道，故決定
將原走線向偏藍田北方向的走線略為移動，覆蓋興田、藍田
及德田三個屋邨的數萬居民，「我們在附近都可以找到地點
作為車站，暫命名為藍田北站，可連接三個屋邨的居民，經
過該站後，再落去部分隧道，連接油塘站。」陳美寶指，政
府對規劃方案秉承開放態度，樂意傾聽市民意見，亦注重提
升效率、效益，稍後會與當區團體及居民作進一步解說。
陳美寶1989年7月加入政務職系後，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

門服務，包括出任運輸署署長、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
等。上月5日，她獲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回顧上任近一個
月工作，陳美寶表示，雖已在相關部門工作多年，但任局長
後站位更高，應更宏觀地布局工作，力求創新與改革。
她說：「無論是在航空、航運或是交通基建，我們都應該
有創新思維，改善現有的工作。而改革求變，亦不只是一句
口號。我們需要深化、實施，我們局過去是有一些老大難問
題，包括宏觀政策方面，也有公共交通、點對點運輸等民生
事務，所有範疇都應該有改革求變的精神。我們要令到市民
受惠、業界支持，最重要的是還要有底線思維，在改革中保
持社會的穩定。」
她強調，改革不可觸及社會穩定，但推進改革時，也不能
避免會對業界、持份者帶來轉變甚至影響，「如何做到盡量
順暢、和諧地推進，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

藍田邨、興
田邨、德田邨
依山而建，與

毗鄰的藍田港鐵站雖然近在咫尺，但上
下坡卻相當辛苦，居民都歡迎東九龍綠
色集體運輸系統能覆蓋該區。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午從藍田港鐵站出發進行實
測，步行需要約15分鐘至25分鐘才到達
該三條屋邨，部分路段為上坡，清涼天
氣下亦汗流浹背，一些居民需要拖着手
拖車等重物爬坡更吃力。有80多歲居民
期望東九龍線盡快動工及啟用。
記者昨午近5時到達藍田港鐵站，與

出站的居民一起前往藍田邨等屋邨，體
驗他們平日出入的情況。
走出藍田站，記者跟隨居民先向上搭

乘三段扶手電梯，穿過商場見到一條
「長命斜」，途中不少居民拖着手推車
出街買菜，亦有背着重書包的學生放
學，記者跟隨他們慢步向上爬坡，雖然
時值冬天，記者無提重物亦行至輕微出
汗，爬坡以及行路約十分鐘，記者到達
德田邨附近，先後共花約15分鐘。

「老友記」要轉車 冀新走線快動工
居民黃先生說，德田邨居民還需要再

向上行一段路才到大樓。平田邨靠近藍

田站入口較近，出入搭乘扶手電梯約幾
分鐘到埗，但晚上電梯停運，居民需要
爬坡，「非常辛苦，尤其是我這種上年
紀的人，更何況是之後還要爬坡向上行
的其他邨市民。」
德田邨居民司徒先生正在慢悠悠落
坡，他表示自己八十多歲，平時選擇行
路到藍田站，因為年紀大、行得慢，每
次大約需要行20分鐘到地鐵站，得知政
府計劃在德田邨、藍田邨、興田邨附近
設置東九龍線站點，司徒先生直言：
「這樣做非常好，可以方便附近的居民
出入，不需再步行或搭一程巴士到藍田
站。」他希望今年或明年就動工。
剛放學的朱同學居住在德田邨，平時

上學和放學都是步行十分鐘到地鐵站或
回家，他指出家樓下不遠處有接駁巴士
往港鐵站，繁忙時段幾分鐘一班，但他
認為車資較為昂貴，因此選擇步行。
朱同學指出，自己需要在藍田站坐車
到寶琳上學，而新路線若接駁油塘站，
對他而言不順路，「到油塘站又要花錢
轉一程車去寶琳，更加麻煩，我行路到
藍田站更快捷。」
記者最後從德田超市前的十字路口返
程前往藍田站，下坡也要步行約15分鐘
才到達藍田站。●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實實測測本報本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相對不少臨近城市，
香港的士、網約車「點對點」的服務質素、規管都有
改善空間。特區政府計劃今年內就規管網約車平台及
可提供網約服務車種和數目提立法建議，同時擬立法
規定所有的士必須安裝俗稱車Cam的車廂攝錄機系
統，以及規定所有的士司機必須提供電子支付方式。
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香港作為好客之都，交通服務水平應對標其他
知名旅遊城市，「我們不能原地踏步，一定要隨着時
代需要，不斷發展。」她指，改革可能令部分業界人
士適應困難，但政府必須傳遞堅定信號，「不可以讓
社會或市民覺得，因為他們有困難，我們就要卻步，
或者令政策措施偏離了原本的初心。」
陳美寶以強制的士安裝車Cam舉例指，政府與業

界探討該措施已久，一直等待適合時機推出，「有聲
音指應該更早推出，但我的看法是社會氛圍也相當重
要，現在是適合的時機，因為我們正好也同步推出了
的士車隊，以及的士記分制。」
她表示，近期約見業界代表作進一步政策解說，

「希望雙方坦率交流，大家都是為了香港好，為市民
好，對他們的業務也好，我很有信心推進。」

車Cam可格價 資助非必需
至於的士業界反映車Cam價格不菲，希望政府補
貼，陳美寶表示，有關設備在市場上並不鮮見，價格
日趨有競爭力，政府僅是作出一定規格要求，而非限
定購買特定型號，同時安裝車Cam會令市民對的士
服務更有信心，相信政府資助不是必需。
她續指，首個的士車隊預計今年3月將投入服務，
年中後更多車隊亦將落地，車隊將作為行業領頭羊，
體驗市民的真實出行需求，同時起到示範作用，將優
質服務擴散到全港的士。

網約車方面，陳美寶表示，已邀請交通諮詢委員會
成立相關小組，陸續安排與網約車平台營辦商會面，
了解對方在營運領域的經驗，「香港有個好處，我們
可以了解內地平台的操作經驗進行參考，例如哪一方
面要有要求，哪些方面又可以保留彈性，宗旨都是希
望市民有保障，放心、安心使用平台。」
她指，規管網約車平台的法例未必需要巨細無遺，
例如可以採取發牌制度，並設置一定條款。「對於網
約車和的士之間，兩者本質上的利益競爭，我希望可
以開放、耐心、深入地與雙方交流，達到一個好的平
衡點。」
另外，城巴、九巴和新大嶼山巴士將於星期日起加
價，城巴獲批加7.5%，九巴加4.3%，嶼巴加6.5%。
陳美寶表示，今年暫未收到新的巴士公司加價申請，
亦明白部分市民反映交通費過高影響日常開支。
她指在維持巴士公司安全運營、財政穩健的大前提
下，政府會做好把關，包括在巴士公司提交的財政報
表基礎上做獨立審核，下一步將和巴士公司一起積極
開拓新的財政來源，例如推出更多服務旅客的開篷巴
士路線，容許車廠開放部分充電設施予非專營巴士使
用等。

強制的士裝車Cam 堅定推行不走樣

專專訪訪本報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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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求變、改善民

生是香港特區政府的

工作重點之一。履新近一個月的特區政府運

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表示，改革求變不是口號，政府會以

創新思維改善現有的工作，其中運輸基建規

劃方面，該局在技術與規劃程序兩方面均會

進行「雙創新」，以擬議中涉及觀塘上坡地

區逾30萬居住人口的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

運輸系統為例，局方有意更改走線，將原定

途經藍田北的部分隧道改為上山路段，額外

惠及藍田的興田邨、藍田邨及德田邨三條公

屋邨數萬居民，技術上則會考慮引進內地多

元化的運輸科技，並會壓縮

個別程序。

（尚有專訪相關新聞刊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多名居民搭乘扶手電梯出
入藍田站與啟田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在德田邨、藍田邨附近
車站，可見不少居民也要
「爬坡」歸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陳美寶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運輸及物流局在運輸基建規劃層面將以技術與規
劃程序兩方面進行「雙創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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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田站啟田道出口，多名居民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前往德田邨的坡道。

陳美寶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強調引進多元運輸科技 壓縮規劃程序多步驟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