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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說，自己任內最
後一份《施政報告》，以「繼往開來」為題，在房屋、長
者及基層問題都提出了新的應對措施，包括新居屋政策、

優化「置安心」計劃、長者及殘疾人士兩元搭車優
惠、家居照顧津貼、並撥款1億元予食物銀行、綜
援及殘疾人士津貼出雙糧、公屋免租兩個月等援
助基層措施。

工作具挑戰 做好呢份工
曾蔭權坦言，自己理解有人說這些新措施是好

事，卻來得太遲；今屆特首任期將於明年結束，未
知下任特首會否按計劃落實；有人則說「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曾蔭權在回應時強調說，
他1967年加入香港政府，由二級行政主
任起步，做到行政長官，至今已經44
個年頭，多年來他抱㠥「盡力而為」
的簡單宗旨去做事，「做好呢份
工」，「我對香港的承擔，不會
因此而有任何改變，我會盡最

大努力，奮鬥至最後一分
一秒」。

他回顧了自己7年來的
特首生涯，坦言這是一
份充滿挑戰的工作：

「一國兩制」是一個創新
制度，需要一個探索、發
展的過程，而在香港這個利
益多元而且分化的資本主義
社會中，特首處身於不同階

層利益、不同政治取向之間，要照顧平衡各方訴求，「『要做好
呢份工』是需要耐性，需要毅力，也需要信心。對我自己來
說，這7年是一個重大考驗」。

愛港增信心 沉㠥化危機
曾蔭權憶述自己在05年上任時，香港整體形勢並不樂觀，經

歷沙士及金融風暴後，社會信心也變得薄弱、虛怯，當時他提
出「強政勵治」以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心；07年，他參選行政
長官，提出10大基建、發展與保育平衡的「進步發展觀」，回應
社會對經濟發展、環境及文化保育的要求，香港市民普遍支
持。
7年來，自己面對過不少危機，包括擴大問責制飽受批評；流

感變種全港恐慌，政府實施隔離政策，動員全民抗疫；金融海
嘯巨浪滔天，他時刻戰戰兢兢恐防再一次重演亞洲金融風暴，
帶來衰退。之後全球資產膨脹，樓價急升，社會民怨積聚；馬
尼拉人質事件，氣憤難平；而政制改革，柳暗花明，峰迴路
轉，「7年來的各種喜、怒、哀、樂，點滴在心頭」。
他坦言，44年來，自己和香港經歷喜、怒、哀、樂，起起落

落，「我是一個『香港仔』，熱愛香港生活，雖然有時會氣餒，
但最終能夠振奮精神再上路，就是因為我愛香港一切，對香港
人，包括自己有信心」。

拚搏到最後 何需怨黃昏
曾蔭權又笑言，自己並不擅於表達感受，笑容有些尷尬和僵

硬，有時又會「面黑」，「對於香港的感情，我只能用行動表
達，把握最後機會改善施政。同時亦勉勵各位市民，相信未來，
相信自己，也相信香港」，故「但得夕陽無限好，又何需惆悵近
黃昏」，他相信只要「盡力而為」拚搏到最後一分一秒，好的政
策一定會繼續執行，並相信香港的成功故事一定會延續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

曾蔭權明（17）晚7時將現身特首辦專頁

「時事Q&A」節目，透過網上平台，與青年

朋友互動，暢談剛公布的《施政報告》。

為鼓勵青年關心社會事務，進一步引發思

考空間，香港青年協會「Media 21媒體空間」

轄下u21.hk青年網站及uChannel網上青年電

台，與香港特首辦fb的「時事Q&A」合作，

於明日首次推出「青年與特首網上談施政」

節目，邀請曾蔭權在網上與青年朋友網上對

話，全程會透過視像直播，而近100位青年

學生並會出席觀賞節目進行。

另外，「青年網上談施政」系列已邀請環境

局局長邱騰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和教育局副局長

陳維安，分別於10月18日、20日、24日及25

日出席，u21.hk青年網站全程視像直播。

《家書》談公職生涯 44載與民共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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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喜、怒、哀、樂，在7年治

港生涯中更面對過不少危機，有時

更會氣餒，但他秉持㠥「香港仔」

精神，最終仍能夠振奮精神再上

路。他強調，香港從小島發展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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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濱海新區文廣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
目前，濱海新區已有8個國家級文化產業項目
落戶：國家數字出版基地、中國國家旅遊產
業園、國家濱海廣告產業園、國家海洋博物
館、國家動漫產業綜合示範園、中國天津3D
影視創意園區、國家影視網絡動漫試驗園、
國家影視網絡動漫研究院。

其中，已開工建設的國家海洋博物館規劃
佔地30萬平方米，總投資28億元，是中國首
座國家級、綜合性、公益性的海洋博物館，

人稱「海上故宮」。神界漫畫、猛 科技兩
個企業獲得國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稱號。神
界漫畫還被文化部、財政部、國稅總局認定
為首批18家全國重點動漫企業之一。坐落在
濱海旅遊區內的媽祖文化經貿園也正在緊張
建設，至年底，高達42.3米的全球最高媽祖
聖像將建成，預計明年6月向遊人開放。

近年來，天津濱海新區在經濟高速發

展的同時，下大力量促進文化產業、事

業發展，文化強區戰略初見成效，率先

實現了經濟文化比翼雙飛，協調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哲 天津報道

攝影：焦永普

■濱海新區北塘三河島，曾為明朝反倭要塞，
天津唯一列入國家海島名錄的島嶼。 ■位於中新天津生態城的國家動漫產業綜合示範園，是中國首個國家級的動漫園。

巨資投建70個文化項目

2008年3月18日，國務院批覆了《天津濱海新區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明確提出

「建設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的要求。按此要求，
濱海新區大力發展文化產業，2010年，建設重點文化產
業項目19個，投資總額281億元人民幣（下同）。至2010
年底，文化產業增速同比達到40%，文化企業達到4000
餘家，總資產近900億元，實現營業收入500億元，利潤
總額近60億元，增加值達220億元，佔濱海新區當年
GDP的4.4%。
據悉，新區第二批重點發展文化項目已經確定或正在

實施，計劃總投資415億元，其中超億元項目26個，佔
總數37%。半數以上項目建設周期縮短，24個項目可當
年完成。預計到2015年，濱海新區文化產業增加值將達
到GDP的6%。

年設5億元發展引導資金
據了解，為了多元化、多層次地服務文化產業發展，

濱海新區搭建了包括「政策平台、投融資平台、公共技
術平台、人才平台、產品交易平台和行業服務平台」在
內的六大平台。
濱海新區先後出台了《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支持意見》

等，採取補貼和後期獎勵等方式，為文化企業發展提供
政策支持。2011年，新區設立了1億元的文化產業發展
引導資金，2012年該資金將增至5億元，並逐年增加。
投入資金之巨，扶持力度之大，在內地同級別行政區中
難得一見。
引導資金重點支持動漫與網絡遊戲研發製作和交易

業、廣告會展業、設計創意業及文化用品製造業、數字
內容及影視製作業、印刷複製及版權交易業，以及文化
旅遊業。採取補貼、獎勵和貸款貼息等方式重點扶持涉
及全局性、可持續性的重大文化產業項目。此舉為新區
培養了一批文化產業稅收大戶。
同時，濱海新區在國家動漫產業綜合示範園內建設了

目前國內投資最大的動漫技術服務平台，為企業提供渲
染、動作捕捉等專業技術服務，可為中小文化企業降低
20%-40%的運營成本。
記者了解到，濱海新區今年還將培育5家以上資產過

10億元的文化企業，總數將達到14家。「十二五」期
間，力爭資產過10億元的骨幹文化企業總數達到30家。

「一區多園」發展格局
據悉，在文化產業園區建設方面，濱海新區構建了「一

區多園」的發展模式。「一區」為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

區，「多園」指的是動漫、影視、廣告、設計、文化產品
生產等專業產業園，由此形成競相發展的產業格局。
中新天津生態城動漫園新註冊企業96家，總投資13.4

億元，聚集了華漫兄弟、福煦影視、盛大文學等一批公
司，初步形成了以低碳、環保等理念為特色的文化創意
產業群。
2010年，天津開發區新註冊文化企業54家，註冊資金

3億元，吸引外資1.3億美元，形成了以文化產品製造和
會展為特色的綜合產業群。保稅區新註冊文化企業61
家，註冊資金3.2億元，總投資10.1億元，初步形成以數
字印刷出版為特色的文化服務產業群。濱海高新區新吸
收文化創意產業42家，註冊資金6.5億元，總投資10.03億
元，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特色的數字內容創意產業群。
另外，濱海鯉魚門、寶龍歐洲公園、海斯比天津遊艇

城、大沽炮台遺址博物館等項目，將形成以海洋與海防
文化為特色的休閒旅遊產業帶。

■素有「海門古塞」之稱的天津大沽炮台，現已
擴建為大沽炮台遺址博物館，再現古塞全貌。

■佔地總面積達17萬平方米的濱海國際會展中心，曾
作為2008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的舉辦地點。

■濱海新區東疆港人工沙灘，目前為中國最大的人造
沙灘景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