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渣打香港馬拉松作為香港體育界的年度盛事之

一，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

出，這項體育盛事本質屬比賽，但通過長跑路線

的安排，將運動結合香港城市風貌，再加上熱情

的市民沿途打氣，讓參加者以另一種視角和方式

深度體驗這座城市，可說是「以體塑旅」的典範

案例之一。而沿途數百家商舖參與應援，在支持

盛事的同時捕捉當中的商機，共同把這項盛事的

經濟效益最大化。他又指，啟德體育園將於今年

3月開幕，多項國際大型體育和文

娛盛事將相繼在該處上演，箇中蘊

藏的經濟效益和對活力香港的宣傳

讓人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財神爺」參賽：盼港經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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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馬2025昨日舉行，其中領袖盃在灣仔
運動場起步，至終點維園，全程約兩

公里。陳茂波昨早出席領袖盃開跑禮和頒獎
禮，與一眾跑手分享他們的喜悅。他其後於
網誌上指出，這項馬拉松賽跑盛事在香港已
有逾20年歷史，不少海內外跑手每年都會
專程來港參賽，今年便有約1.5萬名來自全
球100個國家及地區的跑手參加，佔參加者
總數約20%。即使寒冷的天氣亦無阻跑手的
熱情，逾7萬名長跑愛好者早上分批起步，
沿途有不少親友和工作人員在打氣，氣氛非
常熱鬧。

獨特體驗亦屬「香港品牌」
他指除了渣馬和啟德體育園的活動外，多
項廣受注目的盛事活動亦即將舉行，包括下
周首次在美國以外舉行、具全球影響力的
Web 3活動Consensus大會，以及下月的巴
塞爾藝術展和LIV Golf香港站等，都豐富了
「香港品牌」的內容。他說，香港中西文化
薈萃、國際化、多元化的環境，構成了獨特
的文化和氛圍，糅合了中與西、古與今、快
與慢、新與舊，從視覺到表演藝術，從體育
到大自然體驗等，不同的活動使文化和思想
上的交流碰撞十分活躍。
陳茂波強調，「香港品牌」不單是產品、
服務，更是獨特的體驗，展示出多元包容的
價值，促進着文化的交流互鑒。而文化創意
產業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
「香港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

「谷子經濟」崛起 港專才成領航者

他特別提到，近年全球的潮玩產業、「谷
子經濟」迅速崛起，各類型的動漫、電玩、
玩具，成功吸引了年輕人的注意力，並牽引
出這組群的龐大消費力，估計規模達數以
千億元計，好幾位香港本地的藝術家和設
計師都成為了出眾的領航者。
最近好幾款風靡本港、內地以至亞洲市
場的藝術玩具、潮玩角色，正是出自本港
設計師的創作。陳茂波指出，他們的作品
深受本地的動漫文化所啟發，同時融合了
國際上其他的設計元素，創作出風格別樹
一幟的玩具角色，「當跟世界級的品牌聯
乘合作，產品旋即引爆熱潮，每次推出
新的系列都引來搶購潮。這些帶有香港
元素的IP，創造了數以億元計的價值，
也為香港的創意產業樹立新的標杆，展
示了如何以『香港品牌』更好發展我們
的文化創意產業。」
陳茂波認為，香港的設計師與創作者
擁有寬廣的視野，同時認識內地、亞洲
以至國際市場的文化和需求，乘着香
港便捷聯通龐大的內地和世界市場，
「只要創造出獨特、具個性、引發大
眾情感共鳴的IP產品，都有機會闖出
一片新天。」
為了加強推廣香港的文化創意產
業，特區政府創意智優計劃一直為有
產業化潛力的項目提供資助，並協助
其市場推廣，近年資助了多個本港
的動漫、遊戲和潮玩業界到東南亞
進行推廣，開拓新的市場。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劉
明）香港多名
政商界人士昨日
參與渣馬盛事。
其中，特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林定
國繼續參與10公
里項目，他事後
在社交平台發帖，
笑言參賽「不以結
果為目標，而是以
參與為目標。」他
並表示，昨早天氣
雖有點寒冷，在北
角東區走廊起跑時
僅有 10 度，但有數
萬人聚集正能量帶來的熱情，且跑起來較想像
中舒服。他表示，希望身體保持健康，往後仍
能每年與眾同樂。他並指渣馬口號「一起我們跑
更遠」也是香港人的精神，深信香港定可以跑得
更遠。

蔡若蓮：努力備戰 反覆練習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則挑戰半馬拉松賽事，

表示是她第二次跑半馬，而她為此努力備戰，反覆
練習，針對上一場比賽的不足而認真改進。
她直言，這場半馬挑戰絕不輕鬆，每步都在考驗

耐力與意志力，但憑着堅定的信念，參加者咬緊牙
關奮力向前，最終順利衝過終點。而她結果以2小
時40分鐘完成挑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完成半馬賽事後

表示，在清涼天氣下既不大風亦有陽光，能在舒適天
氣下作賽，結果以2小時45分完成21公里，較去年快
數分鐘，故滿意成績。今年對他個人而言特別有意
義，正好是他第二十次完成半馬賽事。
他認為，最重要是健康完成賽事，周一精神返工，

應付未來一星期的工作，包括星期四將出訪泰
國，與當地政商界推介透過香港的金融服務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立法會議員陸瀚民則參與全馬賽事，表示氣
溫較預期溫暖，更適合跑手發揮，並讚揚起步
點和終點配置合適，賽道安排得宜。而他昨日
以大會時間計算4時15分07秒完成賽事，個
人手錶時間為4小時13分38秒，是個人全馬
最佳成績。
昨日的2公里領袖盃短途賽事，亦有不少政
商界人士參與，包括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他用10多分鐘完成賽事抵達維園終
點。他表示，昨早天氣良好，跑得舒服，認為
賽事安排很好，故跑得開心，並呼籲大家多點
運動。其他參與領袖盃的包括立法會議員邱達
根、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龐建貽、蘭桂坊集團
主席盛智文、團結香港基金主席陳智思、醫管
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管局前主席梁智鴻、旅
發局總幹事程鼎一、渣打大中華及北亞地區行
政總裁洪丕正等。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吳健怡）雖
然今屆賽事為過去
21 年來最凍一次，
但不少跑手仍無懼寒
風，延續每屆賽事特
色之一，堅持穿上特
別服裝扮鬼扮馬參
賽，並在維園終點衝
線時成為眾人焦點，為
這場體育盛事添上點點
歡樂氣氛。趁着農曆新
年剛過，「財神爺」是
人氣角色，裝扮成財神爺的郭先生為
十公里賽事跑手，他在終點線後吸引不
少跑手與他打卡望「沾財氣」。他表
示，今次是首次打扮成財神爺，希望鼓
勵大家加油，期望「香港經濟好，大家
都好」。財政預算案將於月底公布，這
位「財爺」亦希望可令每位市民都得
益。至於有何具體政策，例如想政府「派
糖」或「減辣」，他卻笑指不方便透露。
跑手奇先生則與6名友人打扮成電玩遊

戲「孖寶兄弟」一眾角色。戴上角色「奇
諾比奧」頭套的他表示，參賽志在替其他
跑手打氣，笑稱沿途不時有跑手拍他的頭
套「想加速」。而最難忘是起步點看到日

出。另有市民裝扮成遊戲《黑神話：悟空》
的主角，亦有市民裝扮成卡通片中的「超級
戰隊」。
來自東莞的羅小姐則身穿漢服完成全馬賽
事，她期望透過裝扮傳揚中華傳統文化，笑
言漢服穿起來美觀保暖，可忽略穿裙子跑步
的「一點麻煩」。她表示，其跑齡只有短短
一年，卻已跑了逾20場賽事，今次賽事更已
是她第四次跑全馬，賽事期間有很多跑手爭
相合照，也有很多觀眾打氣，令她感到港人
很熱情。被香港風景深深吸引的她，大讚香
港全馬賽道風光優美，最深刻的是維多利亞
港和中環摩天輪，並指若日後有幸中籤，必
再訪香港跑馬拉松，「一路全是高樓大廈，
感覺科技感很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文森）渣打香港馬拉松2025昨日開跑，吸引了
數十位藝人參與不同賽事，計有周潤發（發哥）、陳山聰、黃浩然、蔡一智、
黃嘉樂、唐詩詠與一班《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演員等。
今年再出戰半馬拉松賽事的發哥，早上約7時半抵達尖沙咀起步點。天氣寒
冷，他穿了長衫和長褲，也戴了手套，與去年只穿背心不同，最終發哥以2小
時24分33秒完成，賽後不少選手邀請他「自拍」也有求必應。
他於賽後表示，昨日天公造美，天氣十分好，更笑言十分滿意成績，「今
年有成績呀，今次有人工加」，並謂打算到附近吃碗仔翅慶功。他把明年目
標定為2小時20分，但不會挑戰全馬。被問到賽事明年或移師啟德體育園起
步，他亦表示有興趣。
唐詩詠高興分享賽事成績時表示，今年有練跑，用了1小時10分38秒
完成10公里賽，成績較去年好。她感激跑友發哥寄語鼓勵，着她好
好享受比賽，保持心率低才能跑得舒服，為她打好根基。不過她指
起步時曾發生小意外，因踩到地上的暖包跌倒跪地，但當時為了要
爭分奪秒跑步而沒有做檢查，現在跑完後就發覺膝蓋隱隱作痛。

明年或移師體育園起步 發哥都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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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手奇先生與友人打扮成電玩遊戲「孖寶兄弟」一眾角
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林定國（左三）昨日參與10公里賽事。 林定國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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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出席了渣打香港馬拉陳茂波出席了渣打香港馬拉
松其中一場賽事的開跑禮和頒松其中一場賽事的開跑禮和頒
獎禮獎禮，，與一眾跑手分享他們與一眾跑手分享他們
的喜悅的喜悅。。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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