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濃於水東江情 舞動水滴展開幕
李家超：水利工程成港生命之源 李國英鄭雁雄王偉中向斌等出席

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昨日在港舉

行東江水供港60周年紀念典禮暨舞動水滴

展開幕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國

家水利部部長李國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主任鄭雁雄，廣東省省長王偉中，中央

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室務會成員向斌等

出席。李家超於致辭時表示，東江水是香

港的生命之源。東江水對於香港有五大意

義，包括承載着血濃於水的家國深情，構

築着未雨綢繆的長遠謀劃，奔湧着協同創

新的發展智慧，融和着東西薈萃的百川匯

流，滋養着代代相傳的感恩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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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香港的空氣質素和水質一直是市民關注的議
題之一。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表示，在政府多年努力下，相關污染物都顯著減少，當中空氣污染物濃
度降至回歸以來最低的水平。
謝展寰指出，去年的大氣中，主要空氣污染物年均濃度相較於2004年下降
約四成至九成。水質方面，其中荃灣、深水埗、九龍城區相關雨水排水口污
染量更減少近九成，3區的海濱近岸氣味亦顯著改善。
廢物管理方面，謝展寰表示，今屆政府推動源頭減廢及擴大回收網絡成效
顯著，都市固體廢物每日平均棄置量自2021年起連續3年下降，減少7.5%。
為進一步提升處理能力，環保署正全力發展現代轉廢為能設施網絡。目前，
「I．PARK1」每日可以處理3,000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而「I．PARK2」
將處理量達至每日6,000噸。特區政府亦計劃擴建新界東北及新界西，應對
香港對短中期廢物處理需求，確保轉廢為能設施網絡全面運作前的過渡期穩
定。
謝展寰指出，政府需要修訂《廢物處置條例》相關附屬法例，把「I．

PARK1」及堆填區擴建部分納入《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為
環保署提供監察和規管相關設施的權力，同時透過《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
置收費）規例》把堆填區擴建部分融合，規範建築廢物處理的繳費賬戶，並
收取相關費用。

港空氣污染物濃度創回歸後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姬文風）香港城市
大學與劍橋大學昨日
宣布一項為期3年的
全球研究合作計劃，
城大4所學院和劍橋
大學 6個學系將攜手
合作，聘任18位博士
後研究員進行研究工
作，他們將以劍橋大
學為研究基地，並由
兩校的首席研究員共
同監督，確保獲得全面的研究體
驗。
城大表示，此項合作是劍橋大
學與亞洲地區大學中規模最大的
博士後計劃，將涵蓋STEM及
非STEM領域，會透過整合跨
學科專業知識，推動前沿研究及
開發創新解決方案，以應對當下
的全球挑戰，例如氣候變化、醫
療保健、材料科學及都市福祉等
議題。這項合作亦將積極促進年
輕學術研究人員間的流動性，並
營造有利於長期培育世界級人才
的環境。
發言人又指，城大於2023年
推出傑出客座教授計劃，現時已
有多達10位來自劍橋大學的學

者參與。在兩校長期夥伴合作的
基礎上，現推出的全球研究合作
計劃將促進雙方多個學院和學系
間的交流合作、匯聚國際學術科
研力量，並為博士後研究員提供
充滿活力且多元文化的學術研究
環境。
城大校長梅彥昌和劍橋大學校
長Deborah Prentice昨日正式簽
署合作協議。梅彥昌期望兩校能
攜手創造具全球影響力的創新研
究。
Deborah Prentice 表示，是次
建立的積極合作關係，不僅對兩
校有所裨益，整個國際社群亦將
共同受益於兩校攜手努力的成果
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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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深供水工程是中央為解決香港同胞飲水困難而
興建的跨流域大型調水工程，1965年3月正式

向香港供水，徹底結束了香港缺水的歷史。
60年來，東深供水工程累計對港供水超300億立方

米，滿足了香港約80%的用水需求，極大改善了香
港同胞的生活條件，有力支撐了香港從傳統加工製
造業向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轉
型，有力支撐了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重大戰略實
施，為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堅實保障，深
刻證明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背靠祖國是香
港繁榮穩定的最大優勢。
東江水供港60周年紀念典禮暨舞動水滴展昨日在
政府總部舉行，李家超在致辭中指出，國家的東江
水，是香港的生命之源。東江水佔全香港的食水用
量達到七成至八成，支撐香港經濟持續發展，滋養
香港市民安居樂業。粵港同根同源，兩地政府的聯
合工作小組定期探討水資源合作，促進水安全，
「東江水供港，不只是一項水利工程，更是血濃於
水的深情典範。」
他並代表全香港市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關
愛和支持，也感謝水利部、廣東省政府等單位，對
守護供港東江水的付出、努力和貢獻。「香港市民
會飲水思源，回饋國家的關愛。」

李國英：為港發展注強大動力
李國英致辭時表示，東江水60年以來，對港供水
能力不斷提升，年供水量由0.68億立方米，躍升至
24.23億立方米，累計對港供水超過300億立方米。
東深供水工程已經成為香
港的生命線工程，極大改
善了香港同胞的生活條
件，有力支撐了香港經濟
騰飛，為香港蓬勃發展注
入強大動力。保障香港供
水安全，事關香港民生福
祉，事關香港發展大局，
水利部將堅定不移，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的決
策部署，全面加強與香港
特區政府的水利合作，持
續完善粵港澳大灣區水安
全保障體系，確保實現對
港穩定供水、安全供水、
優質供水，為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作出水利貢獻，為

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水安全保
障。

王偉中：證兩地間深情厚意
王偉中致辭時表示，60年前為解決香港水資源匱

乏的問題，黨中央批准新建東深供水工程，在水利
部的支持下，在粵港雙方共同努力下，僅用一年時
間就建成了全長83公里的宏大供水工程，於1965年
3月1日成功地把清潔的東江水引入香港，終結了香
港嚴重缺水的歷史。源源不斷的東江水，見證粵港
之間的深情厚意，也見證了粵港兩地的騰飛發展，
廣東省將以水為紐帶，做好大灣區建設，進一步對
接與香港人力、物力、資金流、信息流，攜手建設
世界級的灣區，發展最好的灣區。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央政府駐港

聯絡辦副主任祁斌、廣東省副省長張少康，特區政
府有關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東江供
水沿線城市政府代表及香港社會各界嘉賓約250人出
席。

「涓涓甲子意 碧波潤香江—
東江水供港60周年紀念展覽」昨
日起一連4天在中環街市展出。
展覽透過三個篇章，全景式展現
東深供水工程各個歷史階段的生
動故事，展示廣東對港供水保障
的有力舉措和新時代高質量發展
成果，預計將吸引數十萬市民參
觀。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在揭幕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未來將進一步
深化粵港兩地在水資源方面的合
作，推動大灣區水資源管理的協
同發展，持續推動水務基建發展
創新，推動大灣區水資源的整體優化配置，建立
數字水務灣區。
展覽以「涓涓甲子意 碧波潤香江」為主題，內容

分為「飲水思源」、「碧水長流」、「水澤灣區」三大
篇章，通過歷史再現、情感敘事、數字交互等多
媒體形式展出。為了讓香港市民近距離感受東深
工程，展覽還設置了飛躍東深VR體驗、海寶AI
（人工智能）智能體、東深供水快問快答遊戲等
互動環節，吸引香港市民參與到對東江水的思源
和護源的行動中，感知國家水利技術發展成就。

盼港人認識東江水供港史
展覽吸引了不少市民駐足觀看。市民麥先生

說，雖然在讀書時對東江水有所了解，但具體細
節知之甚少，看完展覽後認識到供水背後，有着
諸多科技的支撐，每個環節都凝聚着許多人的努
力。市民張小姐回憶到，曾經歷過香港制水的艱
難時期，如今香港供水穩定，但年輕一輩甚少會
珍惜水資源，認為他們應該要多了解香港供水的
歷史，明白水資源來之不易。
甯漢豪致辭時提到，粵港兩地在水資源合作方

面已經有深厚的基礎，未來將會進一步深化合
作，推動大灣區水資源管理的協同發展，持續推
動水務基建發展創新，推動大灣區水資源的整體
優化配置，共建水安全的未來。她希望一代一代
的香港市民好好認識東江水供港的歷史，謹記飲
水思源，並為展覽的主題配了一個下聯「灼灼紫
荊心 長情獻祖邦」。
廣東省水利廳一級巡視員孟帆在致辭中表達三
點意願，包括要牢記東江供水工程的建設歷史，
保障東江水持續安全穩定、優質供港，以及加強
粵港協同合作。
粵海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譚奇峰在致辭中
表示，集團將堅守安全、穩定、優質對港供水的
光榮使命，秉承「時代楷模」精神，高質量、高
標準運營管理東深供水工程，為保障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貢獻粵
海力量。
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社長周建偉表示， 希望透過
舉辦展覽更好地宣傳東深供水工程的使命意義，
更廣泛凝聚共識，築起更大的同心圓。

●香港文匯報、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易曉彤

發展局：將推灣區水資源優化配置

●「涓涓甲子意 碧波潤香江—東江水供港60周年紀念展覽」昨日舉
行揭幕儀式。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蔡文豪 攝

●東江水供港60周年紀念典禮暨舞動水滴展開幕禮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國際著名藝術家馬興文透過大小不同的水滴裝置，表達東江水為香港注入生
命力和社會共融的文化氛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香港城市大學與劍橋大學昨日宣布一項全
球研究合作計劃。 城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漁護署提醒市民，即日
起至10月31日期間（為期7個月）切勿進入南丫島深
灣限制地區，以保護綠海龜產卵。漁護署人員會在區
內巡邏，以防止未經許可者進入深灣限制地區，並監
察綠海龜出沒及產卵的情況。任何人未經許可進入限
制地區，一經定罪，最高判罰5萬元。深灣限制地區包
括0.5公頃的深灣沙灘及98.2公頃毗連該沙灘的海灣水
域。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綠海龜是瀕危物種，在香港受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一百七十章）保護，亦是唯一
在本港產卵的海龜品種。位於南丫島深灣的沙灘是本
港唯一不時有綠海龜上岸產卵的地點，也是南中國海
內少有的綠海龜產卵地之一，「綠海龜產卵前及產卵
期間會在其出生的沙灘附近水域活動，而預備產卵的
綠海龜對人為干擾極為敏感，容易因受驚而放棄產
卵。指定深灣限制地區有助保護瀕危綠海龜及其繁殖
地，長遠對綠海龜的存活及繁衍有正面作用。」

保護綠海龜產卵
深灣限制區閒人勿入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今日
（4月1日）晚上啟程前往北京訪問，她將拜會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國家體育總局及國家電影局，亦

會與其他文博機構的相關官員會面。
羅淑佩將於4月4日（星期五）中午啟程返港。她離港期間，將
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署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羅淑佩今赴京拜會國務院港澳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