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事講場
欣見政府近日向

觀塘區議會提交東
九龍集體運輸系統

最新方案，標誌着這項爭取了十幾年、惠
及九龍東半山40萬居民的基建項目即將實
現。系統全長約 7 公里，設彩虹東、彩
雲、順利、順安、秀茂坪、寶達、馬游
塘、藍田北及油塘東共 9 個車站，預計
2027年動工，不遲於2033年啟用。

創新設計解決技術難題
筆者欣喜見到，一直落力爭取的藍田

北站終於獲得落實。此外，關於藍田北
站的規劃設置，筆者持續關注並提出相
關建議。在車站建設及運營階段，建議
採取有效措施降低對周邊居民的影響。
在站點選址方面，可考慮優先選擇靠近
山坡的位置，並評估在護土牆設置站點
的可行性。感謝政府接納意見，藍田北
站將設於位於碧雲道附近的藍田公園，

車站和高架軌道將削坡興建，減低對連
德道和碧雲道的交通影響；隧道口、通
風 及 高 架 軌 道 結 構 都 會 設 於 藍 田 公 園
內 ， 公 園 內 五 人 足 球 場 將 在 工 程 完 結
後，在公園另覓位置重置。

針對營運商對成本及興建隧道的憂慮，
歡迎政府在收到多份意向書後作出回應。
根據最新規劃，線路將採用高架形式從馬
游塘站延伸至連德道，進入藍田北站，僅
藍田北至油塘東段採用隧道方式鋪設。相
信這方法已盡量縮減興建費用、減少技術
難道，並能加快項目建造落成。

完善接駁便利居民出行
筆者組織多場地區交流會，協助路政署

了解居民需求。東九線規劃充分考慮東九
龍用戶需求，增設多個行人連接設施，方
便市民出行。具體措施包括：油塘東站建
設行人隧道連接港鐵站，解決轉乘問題；
彩虹東站規劃兩套行人設施方案，配合彩

虹邨重建緩解交通壓力；順安站建設有蓋
天橋連接聯合醫院，並新建天橋和電梯服
務安泰邨居民；秀茂坪與寶達站增設新天
橋及電梯系統，便利現有居民並為安達臣
道開發項目提供出行選擇。

回想起筆者同九龍東建設力量團隊多年
來為九龍東半山居民爭取東九線，由零開
始，再到政府宣布重鐵方案技術不可行，
至再探討其他可行的技術方案、路線、爭
取設立油塘東站及藍田北站、減少隧道
段，以及順利站及彩雲站位置等，政府都
有聆聽地區意見。期間筆者同各政府部
門、地區人士緊密交流接觸，這正體現了
新時代下行政與立法機關良性互動、共同
治理香港的新風格，亦是提升地區治理效
能的有力證明。

今次政府公布的最新方案是打破九東交
通困局的關鍵，期待項目盡早落成，徹底
改變區內交通格局，不僅解決居民 「落山
難」問題，更促進九龍東CBD2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顏汶羽

欣見東九智慧運輸系統快將上馬

聚千萬僑心僑力 共圓一個復興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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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得天獨厚，
是 坐 擁 「一 國 兩
制」優勢的國際大

都會，是連接八方的 「超級聯繫人」。數
十年來，香港一直擔當着國家與世界對話
的重要橋樑，亦承載着全球華僑的情感與
資源。

現時，香港歸僑、僑眷及居港外籍華人
逾百萬人。他們既是 「一國兩制」的堅定
護航者，亦是中外文明互鑒的民間使者。
他們續以行動闡釋家國情，促進香港繁榮
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發展。在外，香港僑
胞積極連結全球華僑網絡，推動中外民間
交流，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在內，香
港僑胞深深嵌入香港治理體系，於選委會
中佔據關鍵席位，並參與各級議事體制，
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以
具世界觀的視野促成社會變革。

以僑力撬動發展的機遇
面對百年變局，加上香港正踏入改革促

興的新階段，特區政府若進一步善用全球
六千萬華人華僑的力量，定能破局，再創
輝煌。不僅為本地經濟注入活水，更可打

破西方話語壟斷的霸權，讓分布在世界近
200個國家的華人華僑，成為說好中國和中
國香港故事的民間使者。從招商引資到文
化輸出，香港必須抓緊以僑力撬動發展的
機遇。

特區政府正快馬加鞭，從速建設北部都
會區，為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創造雄厚
條件。全球華人華僑持有的資本與技術，
正好能為香港提供關鍵動能。

借鑒內地 「僑商投資大會」經驗，香港
可攜手大灣區各城市，舉辦大灣區專題論
壇，結合稅務優惠與創業孵化政策，吸引
全球華商以北部都會區為平台，參與大灣
區內綠色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特
區政府更須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契機，
藉助僑界網絡，吸引海外華裔科學家與本
地大學共建實驗室，推動人工智能、數據
科學、生物醫藥等前沿技術的研發。

治理架構亦應相配合
為落實種種僑務政策，特區政府的治理

架構亦應相配合。建議成立僑務辦公室，
突破過往聯誼為主而缺乏專責部門的僑務
工作模式。針對僑商需求，辦公室可借鑒

內地 「數字僑聯」經驗，開發一站式服務
平台，整合法律諮詢、跨境支付等功能；
對於青年僑胞，則需設計具香港特色的創
科實習計劃，吸引他們參與北部都會區建
設，親身見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
程。此外，特區政府宜加強支持僑界舉辦
各項專題活動、港產電影欣賞會、講座
等，引導海內外僑胞傳承中華文化，引導
他們深刻認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
命，聚僑力為港為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奮
鬥。

去年，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親切
會見第十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
代表，體現中央領導人心繫僑胞，重視
僑務工作；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更提出
完善僑務工作機制。香港站在 「由治及
興」的新起點，僑務工作不應止於經濟
層面的招商引資，更須視之為說好中國
和中國香港故事的重要一環。當印尼華
僑透過港產電影理解 「一國兩制」的內
涵，當矽谷工程師經香港平台參與大灣
區創科浪潮， 「僑」便化為 「橋」，把
這座城市 「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彰顯起
來，把復興夢圓起來。

全國青聯委員、深圳市政協委員 譚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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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勞動節到來，香港廣大打工仔迎來好
消息。從昨日起，取消強積金 「對沖」機制
正式實施，僱主不得使用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累算權益抵銷僱員僱用期所衍生的遣散費和

長期服務金。有關取消對沖安排延宕多年，
勞資雙方長期博弈，在政府努力下，最終能夠順

利落實，是300多萬名打工仔收到的勞動節最好禮物。
強積金制度的設立本是為加強退休保障，惟 「對沖」機制

利用退休的錢去補償失業，變相蠶食基層員工應得的退休保
障，扭曲了初衷，因此長期備受詬病。取消對沖安排乃撥亂
反正，無疑是香港勞工保障制度的一大里程碑。資方可能會
擔心涉及開支增加影響營運，可以理解。而政府充分考慮到
商界顧慮，願意提供巨額資助補貼其多付成本，已最大程度
減輕衝擊。對僱主來說，取消對沖有助企業留住人才，建立
更和諧的勞資關係，員工也會投桃報李，全心全意為公司打
拼，從而讓企業在未來取得更高的回報。勞資共坐一條船，
同甘共苦就能締造雙贏。

簡單來說，強積金對沖制度的設計變相為 「打工仔貼錢炒
自己」。以一名月薪1萬元、工作10年後被解僱的餐飲業服
務員為例，該服務員應獲得遣散費 7 萬元，但在對沖制度
下，其中的6.5萬元會被 「沖走」，拿到的遣散費只有5000
元，導致強積金無法成為基層市民的退休保障，亦加劇了勞
資矛盾。特區政府多年來曾提出不同建議，探討切實可行的
方案以取消對沖安排，並與勞資雙方達成共識，敲定最終方
案及落實時間，一路走來殊為不易。

商界擔憂機制的改變會加重僱主負擔，尤其是中小企業的
經營成本，此前一直持保留態度。政府體恤中小企的壓力，
向商界提供為期25年，超過330億元的資助計劃，以50萬元
為界限，幫助企業支付新政策下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表
示日後有需要會追加撥款。根據推算，全港約75%企業的年
度遣散費支出低於5萬元，僅3%企業可能觸及50萬元的補貼
上限，相信足以協助大部分中小企僱主。加上取消對沖不具
追溯力的規定，對資方可說相當照顧，商界有很長的一段緩
沖期，既緩解企業的短期陣痛，也為長期轉型留出空間。

早前坊間流傳有僱主急於 「炒人」，由此節省遣散費和長
期服務金開支，但其實得不償失。因為不論新舊員工，昨起
計的年資都不能對沖強積金，僱主實際得益不大，而且舊員
工有經驗，新員工培訓及熟悉業務運作需時， 「炒人」根本
係 「冇着數」。此外，對企業而言，過去依賴對沖機制，忽
略員工的職業發展和福利，令員工流失率偏高，於長遠發展
不利。僱員是企業資產而非負累，在新政策下，穩定的勞動
關係有助優化職場環境，減少人才流失，提高生產效率，商
界和全社會都將因此得益。

取消強積金對沖，是香港社會邁向 「退休正義」的重要一
步。要讓強積金達至充分保障僱員退休生活，還須把取消對
沖的落實工作做得深入仔細。特區政府要加大相關政策的宣
傳力度，讓僱主和僱員更清晰了解有關安排，加強監察打擊
僱主利用 「假自僱」少供或不供強積金的行徑，並繼續傾聽
民意、優化政策，推動強積金制度進一改革，讓每位勞動者
都能獲得充分的退休保障，構建關愛共融的香港。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