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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共融

北都將試行片區開發加速發展

回應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薇報道：今
年施政報告提及，將於北部都會區
（北都）試行 「片區開發」 模式。行
政長官李家超指，當局已物色3個分
別佔地10至20公頃的片區作試點。
他形容北部都會區是 「香港經濟發展
新引擎」 ，將在保持公共財政穩健的
前提下，提速推展北都內與經濟及房
屋發展相關工程。

在推進北都建設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將探討於北都
選取試點產業園區，批給由政府成立和牽頭的公司，
按政府產業政策制訂園區發展和營運策略，並試行
「片區開發」模式，由發展商綜合開發以加快建設。

河套香港園區發展綱要年內公布
施政報告提出，由行政長官主持的 「河套區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督導委員會」，將會制訂香港園區發
展的整體策略、計劃和布局部署。特區政府會在今
年內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
綱要》，提出促進港深兩地園區間人員、物資、資
金和數據流通的創新政策，把合作區打造成為國家
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策源地。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處深圳河兩側，包括
深圳園區及香港園區，李家超指，香港園區由西至
東分兩期發展。政府現正提速、提量，把第一期總
樓面面積倍增至100萬平方米，首三座大樓將在年
底起陸續落成。首批來自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
和數據科學等園區支柱產業的租戶將在明年開始進
駐，其餘五座大樓未來5年將全部落成。

李家超說，政府亦正與國家有關部委探討試行創
新的便利措施，例如港深兩地園區特定人員便捷過
境；利用無人低空運輸，方便物資跨境流動；便利
落戶香港園區的內地企業跨境調撥資金等。

推動「北都大學教育城」
李家超又表示，政府將就新田科技城首階段基礎

工程尋求撥款，今年內開始工程，爭取自2026至27
年起陸續推出約20公頃新創科用地，交由科技園公
司發展和營運；元朗南新發展區第二期工程將於明
年中開展。

李家超提出，牛潭尾初步發展建議短期內公布，

當中會預留用地，推動 「北都大學教育城」、第三
所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醫院的發展，接着會在年底
公布新界北新市鎮及馬草壟一帶的初步發展建議。
今年內啟動北區沙嶺的改劃程序，用作數據中心及
相關用途的創科用地將擴大至10公頃。

李家超又說，政府正探討選取試點產業園區，例
如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部分物流用地，批撥予由
政府成立和牽頭的公司，負責按政府產業政策制訂
園區發展和營運策略（包括考慮接受策略性投資）
及日常管理、招商引資等工作，明年首季公布細
節。亦會考慮因應個別產業發展需要，彈性批撥產
業用地，推動產業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李家
超昨於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指，為增
加入境旅客，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
出進一步優化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簽注的
請求，包括恢復深圳 「一簽多行」個人
遊簽注及擴大 「一周一行」個人遊簽注
政策試點城市範圍等。而中央政府有關
部門表示將積極研究加速推進。

據悉，政府會成立發展旅遊熱點工
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任組長，加強
跨部門統籌，結合社會力量，在地區
發掘和建設匯聚人氣、富吸引力的旅
遊熱點。同時，會以創新思維打造香

港成為首選旅遊目的地，利用好香港
豐富和獨特的資源，例如維港、島
嶼、鄉郊、文化、美食、生活時尚和
歷史建築，結合科技、動漫、演藝和
影視文化等優勢，做到 「香港無處不
旅遊」。今年內，文體旅局將公布
《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2.0》(《藍圖
2.0》)，其中重點涵蓋推動文化、體
育、生態及盛事等方向。

昨日，尖沙咀有食肆老闆歡迎政府提
出恢復深圳 「一簽多行」，認為對餐飲
業有一定幫助；他還建議進一步將 「一
簽多行」範圍擴大至整個大灣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隨着本港人
口老化，基層醫療的推進備受關注。施政報告提
出要深化醫療體系改革，改革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衛生署和基層醫療署的職能和分工，並推
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全方位推進基層醫療發展；
強化醫管局的公營醫療服務；研究建立公私營醫
療服務質素及效益基準；敲定第二個醫院發展計
劃，配合北都發展；支持籌建第三所醫學院；推
動中醫藥國際化；明年內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
等。

立法強化基層醫療管治架構
報告指，會全面審視醫療體系的定位和目標，改

革各部門的職能和分工。政府會全方位推進基層醫
療發展，包括立法強化基層醫療管治架構，賦權基
層醫療署設立質素保證及監察機制；制訂社區藥物
名冊及推出社區藥房計劃；訂立全生命周期健康促
進策略；強化 「全校園健康計劃」；將更多地區康

健站擴充為中心並擴展服務網絡；定位醫管局普通
科門診專為弱勢社群提供全面基層醫療服務；繼續
推行控煙等。

探討就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立法
政府會強化醫管局的公營醫療服務，包括探討收

費架構及水平，引導資源至最有需要及危重病病
人，增加支援有經濟困難患者，並加強公共醫療服
務針對性補貼在財政方面的可持續性；加強公營醫
療集中各聯網藥械採購，提升議價能力；運用香港
基因組中心基因數據，制訂遺傳及罕見病目錄；敲
定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項目和時間表，配合北都發
展及地區需要；按國家認證標準建設首間中風中心
及第二間胸痛中心等。

政府亦會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和效益，包括組織專
業平台，以實證為本，制訂臨床指引，並研究建立
公私營醫療服務質素及效益基準；為提升服務效益
及應對醫療通脹，為公私營醫療系統編制質素指

標，並探討就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立法，計劃明年
諮詢業界等。

報告亦稱，政府推廣早前通過的法律框架，積極
引入非本地醫生、護士和牙醫，增加人手，會就此
在明年提交草案。

北都預留土地建第三所醫學院
報告支持籌建第三所醫學院。政府將成立工作

組，邀請有意開設新醫學院的大學提交建議書；並
會於北都牛潭尾就此預留土地。

政府會明年內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並推行一
系列措施，包括探索應用大數據，推動中西藥相
互作用的國際研究合作，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擴
展中西醫協作服務至 「呼吸科疾病」、 「膝骨關
節炎」等中醫優勢病種，並逐步推展 「癌症治
療」至所有醫院聯網；首間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
檢測中心永久大樓預計明年落成，分階段投入服
務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新一份施政
報告提出要構建關愛共融社會。就長者政策，政
府會在明年推出試驗計劃，資助領取綜援長者入
住廣東省安老院、優化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
劃」等。政府着力支援照顧者，會將關愛隊支援
長者及照顧者計劃擴展至全港 18 區。其他措施還
包括增加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名額兩成
半、恒常化 「關愛隊」撥款並在下一期增加五成
金額等。

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採取精準扶貧政策，將資源
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措施獲社會正面回應，會
聚焦以下重點，包括擴大 「共創明 『Teen』計
劃」；擴展 「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優化 「在校課
後託管服務計劃」；及資助領取綜援的長者入住廣
東省安老院，於明年推出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每
名合資格長者每月可獲 5000 元資助，名額共 1000
個。

政府不斷加強長者服務，會把 「長者院舍照顧服
務券計劃」服務券總數增加兩成至6000張，讓更多
體弱長者無須輪候即可入住自選安老院。

試行關愛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
政府會優化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為入住

廣東省安老院的長者提供更多選擇和支援，包括今
年11月起，參加計劃的安老院由現時4家增加至11
家；分擔參加計劃長者在當地的部分醫療費用；及
委託機構為參加計劃長者提供關愛服務。

今年3月開始於荃灣及南區試行 「地區服務及關
愛隊伍—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社署培訓的關
愛隊過去半年探訪了4700個家庭，轉介了約900宗
個案予社福機構跟進。來年當局會把計劃擴展至全
港，為18區的長者及照顧者提供支援。當局亦研究
建立照顧者資料庫，及早介入支援。

增加100個日間幼兒照顧名額
為支援在職家長，政府去年宣布增設10所資助獨

立幼兒中心。報告進一步提出，會再增設1所，提
供100個日間幼兒照顧名額，並把 「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的服務名額增加兩成半至2500個，受惠
兒童人數會增至25000人。

為加強育兒教育，社署會推出試驗計劃，成立4
間 「社區親子中心」，以遊戲為本方式促進親子互
動及教導家長正向育兒方法，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全港452隊 「關愛隊」已在去年全面起動。政府
會恒常化 「關愛隊」的撥款，並在下一期撥款，增
加資助金額五成，支持 「關愛隊」的工作。

支持本地大學建第三所醫學院

資助領綜援長者到廣東院舍安老

施政報告建議恢復深圳 「一簽多行 」 個人遊簽注。

施政報告提及，將於北部都會區試行 「片區開發」 模式，當局已物色3個分別佔地10至20公頃的片區
作試點。

政府不斷加強長者服務，會把 「長者院舍照顧
服務券計劃」 服務券總數增加兩成至6000張。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 陳永光

樂見行政長官接受他
及民建聯的建議，包括
擴展中西醫協作服務
等，認為相關政策措施
能進一步推動香港中醫
藥發展，惠及更多病
人，有助傳承和弘揚中
醫藥文化，助中醫藥走
向國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民建聯
副主席 陳勇

歡迎政府採納民建聯
建議，恒常化 「關愛
隊」 撥款並在下一期增
加資助五成金額；特首
加強支持 「關愛隊」 的
工作，是對每一位關愛
隊義工的肯定；期望當
局進一步支援 「關愛
隊」 ，包括考慮提供處

理文書和行政工作的專職人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
理事長徐莉 徐莉

關注施政報告打通
跨境安老醫療瓶頸，
既可為經濟因應人口
結構發掘新動能，更
可化解安老 「急難愁
盼」 的問題；建議未
來政府研究突破養老
福利跨境攜帶的限
制，減少香港長者選

擇到大灣區養老的阻力，並增加大灣區可供香
港長者選擇的優質養老服務。

政策摘要

創新機制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
▶試行由發展商綜合開發的 「片區開

發」 模式

▶由政府成立和牽頭的公司制訂試點產
業園區的發展和營運策略

推動河套港深創科園
▶今年內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提出促進港深兩
地園區間人員、物資、資金和數據流通的
創新政策

深化醫療體系改革措施
▶改革醫管局、衛生署和基層醫療署的

職能和分工

▶全方位推進基層醫療發展，包括立法
強化基層醫療管治架構，賦權基層醫療署
設立質素保證及監察機制；制訂社區藥物
名冊及推出社區藥房計劃等

▶強化醫管局的公營醫療服務，包括探討
收費架構及水平；敲定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
項目和時間表，配合北都發展及地區需要等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和效益，包括研究
建立公私營醫療服務質素及效益基準等

▶支持籌建第三所醫學院

▶明年內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推動中
醫藥國際化

構建關愛共融社會措施
▶資助領取綜援的長者入住廣東省安老

院，於明年推出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每名
合資格長者每月可獲5000元資助，名額共
1000個

▶把 「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 服務
券總數增加兩成至6000張

▶優化 「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 ，包
括今年11月起，參加計劃的安老院由現時
4家增加至11家；分擔參加計劃長者在當
地的部分醫療費用等

▶ 「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支援長者及
照顧者計劃」 擴展至全港

▶把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的服務
名額增加兩成半至2500個，受惠兒童人數
會增至25000 人

港府爭取恢復深圳「一簽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