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多名運動員早前在廣州亞運會表現出色，締造多
個傳奇時刻，經濟動力昨日專程邀請多名取得獎牌的運
動員，包括宣布退役的女子壁球選手趙詠賢，以及男子

滑浪風帆運動員陳敬然等，大談本港體育發展。經歷20

年運動生涯的趙詠賢坦言，運動員一生只得一個「黃金
十年」，在運動員對體育堅持的同時，亦期望港人可以握
緊申亞契機，使體育發展得到無限延續，「政府過去10
年對體育支援是有明顯進步，但礙於政策與成績金牌掛

，資源設施始終有不足。亞運是綜合性大型運動會，
場館及設施亦會給運動帶來正面影響。」

運動員批設施落後礙成績
在亞運取得滑浪風帆金牌的陳敬然批評，本港體育設

施落後，對運動員表現造成無形影響，「現時的滑浪風
帆訓練場地，已有逾30年歷史，但我們仍然可以奪牌，
證明先進設施將有助運動員更創佳績。」男子壁球選手

劉少維則希望政府重點增強軟件資源，包括培訓壁球教
練，但最渴望的依然是在香港主場出戰亞運。

申亞作體育設施發展基準
對有政黨批評政府將申亞與體育發展混為一談，莫君

虞形容是社會的誤解，重申政府過去不斷推動體育發
展，而非以申辦亞運作為發展體育主因，「政府過去致
力增撥資源，配合體育普及化及精英化的發展，在未來5
年更會投放100億元開展20個項目，包括興建將軍澳室內
單車場、21個足球人造草場，以及重建維多利亞公園泳
池等。」他強調，香港擁有舉辦大型賽事的能力，相信
2023年是辦亞契機，並以此作為體育設施的發展基準。

林健鋒：體育發展有助經濟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稱，香港在國家穩定發展

及支持下，13年後定必有能力應付大型賽事，「2023
年，是早是遲都難以定論，但我們看到國家過去10年，
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故香港在擁有多個正面因素底
下，應該嘗試申亞。」林健鋒重申，體育發展有助帶動
經濟增長，故工商界亦全力支持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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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將籲抓緊申亞契機促體育
指政府近10年支援有進步 辦大賽可延續運動發展

特首拜會商務部 研推進CEPA落實

半數港人反對圍堵中國

方國珊率康城居民請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考慮社會廣泛民意後，決定全力申辦2023年亞運

會，並於下月14日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開支撥款，惟多個政黨仍然憂慮政府申亞倉促。多名亞運

獎牌運動員昨日出席體育發展座談會時，亦不忘以「運動員精神」寄語社會不要 眼「申亞勝

負」，強調「過程比結果重要」。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康樂及體育)莫君虞亦

重申，亞運只屬推動體育發展的項目，並相信2023年是辦亞運的適當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曉樂 北京報道）行政長官曾蔭
權昨日結束北京述職行程返回香港。他昨日先後拜會商
務部及國務院港澳辦。在與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會面時，
曾蔭權感謝商務部多年來推進和協調CEPA的工作。雙方
同意，部分CEPA開放措施落實過程中仍有「大門已開，
小門未開」的問題，令業界未能受惠。雙方同意成立專
責小組，研究解決落實CEPA措施遇上的問題，全面評估
CEPA的實施效果，並決定下一步的發展方向。陳德銘亦
表示會支持和配合香港參與更多多邊貿易協定。

曾蔭權在會上感謝商務部過去一年的協助，特別是在
金融海嘯期間，香港「雖然受苦」，但受到的負面影響有
限，復元速度亦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在內地找
到商機，並以CEPA作為平台，發揮很大功能。

首晤王光亞 誠邀訪港
曾蔭權昨早亦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並進

行工作會談，港澳辦3名副主任周波、張曉明及華建等亦
有參加。這次是王光亞自10月上任以來，兩人首次正式
會面，會面歷時約1小時，雙方就與香港有關的事宜交
換意見，但沒有安排傳媒採訪。據悉，期間曾蔭權邀請
王光亞到港訪問，王光亞對此反應正面，但沒有確實日
期。

■特首曾蔭權在京會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方國珊率康城居民抗議屋苑入伙5個月來，仍欠缺出入口通道
及設施配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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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感謝傳媒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聖誕、新年即將

來臨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新聞發言人
趙東中校偕駐軍新聞發言辦公室全體人員，昨日向
香港傳媒界致以誠摯的節日問候，感謝傳媒界在過
去一年為加深香港市民了解駐軍發揮的積極作用。
趙東說，在過去的一年中，傳媒界一如既往地對駐
軍事務給予了關注和支持，尤其在駐軍「五一」軍
營開放、第6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駐軍官
兵無償獻血、與香港大學生互訪聯誼、植樹、慰老
愛幼、駐軍第13次建制單位輪換等多項活動中，傳
媒界進行了廣泛、客觀的報道，為加深香港市民了
解認識駐軍，增進彼此情誼，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展望新的一年，他們由衷地希望傳媒界一如既往

地關注和支持駐軍的工作，駐軍新聞工作人員也十
分樂意為大家提供必要的幫助。

溫總肯定澳門政績

當勞客串代課老師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在中南海紫
光閣會見了赴京述職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聽取了他對澳門當前形勢以及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年
來工作情況的匯報。溫家寶表示，一年來，新一屆
特區政府穩健施政，傳承創新，在加強政府建設、
推動經濟發展、促進民生改善以及深化與內地合作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應予充分肯定。他希望澳
門特區政府在新的一年裡再接再厲，進一步提高施
政水準，把澳門的事情辦得更好。
溫家寶還指出，要堅持「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中央
政府正在編制的國家「十二五」規劃將充分考慮澳
門的實際和特區政府的意見，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澳
門的交流合作，特別是粵港澳區域合作，支持澳門
經濟社會發展。

赴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曾蔭權，
在出發前專程到訪天水圍一間小

學，更化身成代課老師，親自與小六學生在校內的
流動課室講課，以互動方式教授正確的藥物分類，
大受學生歡迎。席間，不少學生亦趁機向特首取
經，要求他分享年輕時處理壓力的心得。
曾蔭權是次到訪的流動課室，是「生活教育活動

計劃」(LEAP)提供，主要透過影音設備和發光人體
模型等，為學生提供健康和藥物教育課程。鑑於聖
誕和新年假期將至，保安局與禁毒常委會亦在特首
辦fb，提醒年輕人注意陷阱，並要向毒品說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基層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 香港與內地經濟
往來頻繁，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亦顯著增加。香港新青
年論壇最新民調發現，有57.4%受訪市民認同「中國處理
朝鮮半島危機」立場，48.8%市民同意「中國和平崛起，
其他國家不應圍堵中國」；至於言論自由方面，逾半受
訪者承認西方國家有藉支持國家維權運動，影響中國政
治穩定性。

43.9%認為港應承擔軍費
新青年論壇在本月10至16日就「香港人看國家利益」成

功訪問867名市民，當中包括221名15至35歲的青年。結果
顯示，有43.9%認為「港人在道義上應承擔軍費開支，但
會影響『一國兩制』」，反對的就有27%；有40.4%表示在
國家被侵略時會考慮當兵，拒絕考慮的則有28.8%。
在經濟方面，大部分受訪者亦為國家在「辦理人民幣

業務」、「中美貿易爭拗」以及「是否批准華盛頓號訪港」

問題上，應多考慮香港實際利益。
至於在言論自由範疇上，逾半受訪者承認西方國家有

藉支持國人維權運動，影響中國政治穩定性；同時，有
44.1%受訪者相信，國家限制言論自由是出於維持「一黨
專政」的需要，當中60.2%為15至35歲青年。另外，
56.6%認為「香港有政團接受境外力量資助參與香港選
舉，但不影響國家安全」。

新青年論壇倡全面了解國家
新青年論壇認為，結果反映港人對國家在言論及表達

自由上欠缺認同感，但不等同港人的國家認同感不足，
建議政府不要以國民教育企圖拉近差距，「在香港自由
環境下，以硬銷手法改變觀念文化差異，會弄巧反拙。」
新青年論壇重申，要青年人培養對國家認同，需先讓他
們全面了解國家正反兩面發展，從而接納國家安全觀念
的差異及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貢區議員方國珊與自由黨分手
後，改以獨立身份繼續留守將軍澳「吸中產票」，昨日率領10多位
日出康城領都居民請願，批評由長實和港鐵聯手發展的領都配套設
施匱乏，入伙至今5個月但屋苑出入口仍未完工，居民每日須穿越
地盤出入，而會所設施大部分亦未啟用，管理公司卻收足每呎2.15
元的管理費，「貴絕將軍澳」。大批居民計劃由下月起罷交管理
費，預計有1千戶參與，每月涉款逾250萬港元。

促領都免收3個月管理費
現居於日出康城的方國珊又找來大批街坊「吐苦水」，促請發展

商主動免收領都3個月管理費，以彌補管理失誤對居民的影響。謝
小姐坦言，當初以700萬購入1,300呎單位，豈料屋苑設計錯漏百
出，為免穿高跟鞋穿梭地盤時險象環生，她索性每日套裝配襯波鞋
上班，到公司才換鞋見人，「完全不相信自己買了港鐵的樓盤！」
有家庭主婦也投訴屋苑有近2萬居民入住，但商場十室九空，只有
一間超級市場營業，「買一棵菜都要跟人爭，屋苑四周像個地盤一
樣，入伙至今都不好意思請朋友來探訪，十分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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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香港經濟正進入復甦
期，但市民對經濟前景仍存
有擔憂。港大最新民調顯
示，表示最關注經濟問題的
受訪市民較上次同類調查大
幅增加5個百分點，至36%。
同時，受訪市民對經濟環境
的滿意度亦大幅下跌8個百
分點，至33%，不滿意度則
有39%，上升4個百分點。

社會滿意度上升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本

月13日至16日，成功訪問
了1,013名市民。結果發
現，最受市民關注的是社
會問題，有52%受訪市民表
示最關注，但較上次同類
調查下跌2個百分點。至於
市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度
則上升至36%，增加8個百
分點，同時對社會環境的
不滿意度亦大幅下跌12個
百分點，至37%。
在政治問題方面，調查顯

示，只有9%受訪市民表示最
關注，較上次同類調查下跌
3個百分點。至於市民對政
治環境滿意度，有29%受訪
市民表示滿意，上升3個百
分點，不滿意者則下跌6個
百分點，有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