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C奪總建築設計合約
市建局早前邀請4支設計團隊，

就中環街市活化項目作出4個概念
設計，並於今年4月進行1個月巡
迴展覽，當中以「城中綠洲」最
受歡迎。經過公開招標競投後，
市建局行政總監羅義坤昨日宣
布，決定把「城中綠洲」活化項
目總建築設計合約批予其中一支
設計團隊─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
（AGC）。

AGC董事吳永順表示，公司早前
概念設計「漂浮綠洲．新市集」獲
大部分市民支持，顯示市民認為方
案特色「新舊兼容，啟發創意」可
取。吳永順指，將會就活化項目設
計新方案，而新方案亦會保留「新
舊兼容，啟發創意」特色，並強調
會繼續聆聽市民意見。

考慮承托力 或改變地基
吳永順指，設計會以保育為大原

則，因此會保留多項建築物特色，
如街市中間的水磨石大樓梯、光
井、橫向式窗戶，及1973年建成至
今的外牆。此外，設計會增加綠化

空間，如於天台種樹。不過，吳永
順表示，由於中環街市建成已近80
年，要考慮天台承托力，故要在結
構上進行加強工作，不排除改變地
基。他又指，不會把街市變成名店
商場，因大部分市民意見不希望把
活化項目商業化，並希望增加公共
休憩空間。

天台建泳池 計劃或有變
「漂浮綠洲．新市集」其中一個

設計是於天台建泳池，有關設計引
起大眾爭議。吳永順表示，大眾對
街市內建游泳池持不同意見，未來
會視乎公眾意見再決定。他又指，
中環街市面積有限，不能採納每個
方案中的元素，在設計中必須有取
捨。
羅義坤透露，現時活化項目成本

預算為5億元，但由於通脹高企，
建築材料物價上升，不排除成本會
上升。但他表示，如方案符合公眾
期望，又可達到保育目的，市建局
不介意「加碼」，但需待最終設計
方案落實後，才能有較準確預算。
他又指，希望有關設計可於明年提
交城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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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補地價太高 海園酒店停招標

業主反對何東花園列古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上空12月10日將出
現月全蝕。天文台指，今次月蝕過程長達6小時，是自
2000年以來，於香港觀看時間最長一次。月全蝕過程
中，市民於大部分面向東方無障礙物的地方都能看
到。

過程6小時11年來最長
天文台科學主任胡宏俊表示，這次月蝕過程由半影

蝕始，至半影蝕終，長達6小時，是自2000年以來，於
香港可見時間最長的一次月蝕。半影食始開始時間為
當晚7時32分。而月蝕時，月亮仰角頗高，大部分面向
東方無障礙物地方都能看到。若天氣良好，觀測月蝕
條件將會相當理想。

港下月10日「月全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醫管局向醫務委
員會遞交首批9名海外醫生有限度執業註冊的申請。而
另外1名醫生的申請，將在收妥文件後提交醫委會。醫
管局指，目前本港醫生人手不足，希望醫委會積極考
慮這批醫生的申請，否則本港醫療服務質素將更受影
響。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首批獲聘的10位醫生，均已在

外國應考專科考試，並取得等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認
可的中期考試專科資歷，同時具備實習後3年或以上執
業經驗，亦已取得當地執業註冊。該9名已獲安排遞交
申請的醫生，將會被分派到公院麻醉科、內科及急症
科工作。至於餘下1位醫生的申請，將會待有關文件收
妥後提交醫委會。

梁㟞賢指不會放寬門檻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㟞賢期望，醫委會能夠考慮醫管

局需要審批申請。
他指，現時有客觀數據顯示，醫院人手不足，有招

聘海外醫生的需要。他表示，會因應公立醫院人手需
求，評估聘用海外醫生人數，強調不會放寬有限度註
冊醫生的聘用要求。

盼考慮免影響服務質素
現時，本港約有12,800名註冊醫生，比例是每1,000人

有1.8名醫生照顧，低於多個歐美和東南亞國家。另
外，上年度公立醫院急症住院嚴重個案，較2009年至
2010年度增加15%。
專科門診求診人次，則由1998年至1999年度530萬，

增至2009年至2010年度630萬。其間，病人平均住院日
數有所下降，但手術總數增加2成半，其中大型手術更
增加60%。梁㟞賢擔心，如果沒有外來醫生填補，服
務質素將更受影響。

首批海外醫生申請交醫委

活化項目「城中綠洲簡介」
總樓面面積 約9萬平方呎

新方案特色 ■保留多項建築物特色，如水磨石大樓梯、光井、橫向
式窗戶，及1973年建成至今的外牆

■增加綠化空間，如於天台種樹

■結構上須加以鞏固，不排除改變地基

■不會成為名店商場，考慮設有特色商店

成本預算 約5億元

工程時間表 最後設計方案將於明年中提交城規會審批

資料來源：市建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曉晴

中環街市活化加料增成本
綠洲設計新舊兼容 方案明年交城規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市建局決定，把活化中環

街市「城中綠洲」項目總建築設計合約批予創智建築師有限

公司（AGC）。AGC表示，活化項目將以「新舊兼容，啟發

創意」為大方向，保留建築物特色，如：水磨石大樓梯及光

井等，但因同時要加強建築物結構，不排除改變地基。市建

局表示，項目成本預算需5億元，但由於通脹高企，建築成

本上升，不排除增加成本。而新方案設計圖，

將於明年提交城規會審批。

某些反對派議員前日提出所謂捍衛新聞自由的動議，

聲稱特區政府「刻意妨礙新聞自由」，如在有政要訪港

時限制傳媒採訪的行徑，包括阻撓攝影記者拍攝、安排

遠離現場的採訪位置、拒絕傳媒採訪只發放官方短片和

稿件等，要求政府停發「鱔稿」和安排「吹風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回應指，特區政府無意限制傳

媒採訪自由，但每次活動都要根據保安等需求作出安

排，有關國家領導人或外國政要訪港的活動，要在尊重

保安要求的同時，兼顧本地、內地及海外媒體的採訪需

要，希望各方以互相尊重的態度，理解彼此工作上的需

要。而政府發放稿件令傳媒更清楚政策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李副總理訪港期間的新聞採訪報道和

保安，是由特區政府、警方和港大安排的。中國有一個

禮儀規範：客隨主便，入鄉隨俗，英文意思是Up to

you，即「由你決定，你說了算」的意思。作為「客人」

的李副總理聽從「主人」的安排，不僅不存在責任上的

關連，而且體現出禮貌和涵養。反對派議員借炒作新聞

自由含沙射影，其目的是企圖沖淡「李六點」繪港新藍

圖、「三十六招」化危為機的意義，並將矛頭指向特區

政府「刻意妨礙新聞自由」，誣指「警方以威嚇手段阻

撓記者採訪」，這種政治炒作，罔顧事實，顛倒黑白，

悖逆民意和港人福祉，不得人心。

李副總理打開了「香港的幾扇門」
李副總理訪港主要突出了三個主題：一是經濟和民生

的主題，二是發展和合作的主題，三是教育和青年的主

題。李副總理在香港的活動充分顯示了中央對香港的支

持、對香港市民的關心，也體現了中央領導人親民、開

明務實的作風，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

有輿論認為，李副總理訪港打開了「香港的幾扇

門」：

首先是「校門」。他出席香港大學一百周年校慶典

禮，向港大師生發出了充滿感召力的呼籲，希望同學們

立足香港、志存高遠、勤奮學習、不辱使命，為香港的

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第二是「家門」。李副總理走進了香港尋常百姓的家

庭去溝通，在公屋家庭和中產家庭，他詢問物價，詢問

家庭成員工作與上學的情況，感受市民生活的煩惱與歡

樂；

第三是「心門」。李副總理「信心挺港」與「經濟挺

港」比翼雙飛，港人增強了信心，感到鼓舞和振奮，更

有助於香港人心的回歸；

第四是「未來之門」。在世界經濟前景不明，風險重

重之際，李克強訪港，再次以強而有力的措施挺港，鼓

勵港人自強不息，開創美好未來。本港輿論對李副總理

好評如潮：「他的謙和與熱誠讓大家倍感親切」，「他

的身上體現了國家領導人親民、務實的作風和開明、理

性的風格」。

李副總理充分展示開明開放的政治家魅力
李副總理訪港期間，其親民形象、開明務實作風亦深

入人心，令港人如沐春風。他不僅同香港政商界人士進

行會面，還深入社區，廣泛接觸普通香港市民，噓寒問

暖，共話家常，同普通市民進行了情感的交流。他的親

民、務實作風給港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港市民、社會各

界及各大傳媒，高度評價李副總理送來了中央支持香港

發展的新政策，帶來了對基層市民和香港青年的真切關

愛，表達了祖國對香港在國家

發展戰略中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

的期許。

李副總理的開明開放和親民作風，在

他出席港大百年慶典中也表現出來，有港大學生表示

「對副總理印象非常好」，「他主動講英文，視野很開

闊，相信他是一個開明的領導人。」來自斯里蘭卡的工

程系學生Rishad亦有機會與李克強見面，他認為李克強

是一個優秀的人（a great person），李克強多次勉勵同學

們要好好學習。在港大百年慶典完結後，李副總理即到

港大本部大樓參觀展覽，校方安排學生向李克強講解港

大的百年歷史發展。李副總理熱情地跟學生打招呼、握

手，又很關心他們的學習情況。

其實，李副總理不僅在訪港期間充分展示開明開放的

政治家魅力，而且在他多次外訪均大放異彩，顯示出其

處理國際事務駕輕就熟、游刃有餘的能力和良好的外交

形象。擁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頭銜和法學學士學位的

李副總理，能用嫻熟的英文與他國政要交談，也引發了

國際社會的好評。他在外訪中主動與媒體和記者接觸，

談笑風生接受記者採訪。他在外交場合既友善、熱情，

廣交朋友，又有理、有據、有節，表明中國對國際事務

的態度，顯示出大國器度和原則，令國際社會矚目。

2010年1月28日，李副總理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第四十

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全場爆滿。近期，李

副總理率領80人的代表團訪問朝韓兩國，讓國際社會看

到了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重要作用和李副總理的外

交能力。

採訪安排客隨主便政治炒作別有用心
李副總理訪港期間的新聞採訪報道安排和保安措施，是由特區政府、警方和港大安排的。中

國有一個禮儀規範：客隨主便，入鄉隨俗。李副總理訪港期間的身份是「客人」，他尊重作為

「主人」身份的特區政府、警方和港大的有關安排，是悉隨尊便。事實上，領導人來港公開訪問

的新聞採訪安排，從來是在安全和場地允許的前提下，盡可能讓更多傳媒到場採訪。是次李克

強副總理到訪也不例外。眾所周知，李副總理本人一向親民隨和，務實開放，善待媒體，願意

與公眾更多親密接觸，願意與新聞界的朋友溝通交流。李克強訪港期間展示的開放親民形象，

以及在港大的平實感人演講廣受媒體好評。反對派議員一再借炒作特區政府所作的新聞採訪報

道安排和保安措施，既非實事求是，毫不公道，更悖逆民意和港人福祉，完全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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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委會轄
下停車場「月租車位」及「24小時泊」明
年加價，私家車及輕型貨車月租加3%，電
單車月租加約10%。至於「24小時泊」收
費，按地區加幅為8%至12%。至於時租和
「日泊」收費，則維持不變。

私家車月租費將上調3%
房委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通過，明年

開始稍為調高旗下停車場月租和「24小時
泊」租金。私家車月租收費將上調3%，有
蓋停車位由980元至2,040元，上調至1,010
元至2,100元；露天停車位由790元至1,680
元，上調至810元至1,730元。輕型貨車月
租收費上調3%，有蓋停車位由2,280元上調
至2,350元；露天停車位由1,760元上調至
1,810元。而電單車月租加約10%，有蓋車
位由每月300元上調至330元；露天車位由
每月250元上調至270元。

「24小時泊」加幅12%
至於「24小時泊」收費，按地區加幅為

8%至12%，其中港島、九龍、沙田等地
區，由80元加至90元；青衣、大埔、粉
嶺、上水等則由60元加至65元。房委會認
為，加幅溫和；調整後停車場收費更貼近
市場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海洋公園昨日宣布，
即日終止位於大樹灣的漁人碼頭酒店及正門廣場的海
洋酒店招標程序。園方表示，基於標書內某些條款如
建築、財務、酒店運作等，未能符合各方最佳利益，
需重新審視酒店發展項目未來路向，包括重新招標可
能性，具體內容將於2012年年初公布。知情人士透
露，事件或因政府要求發展商補地價金額太高，雙方
未能達成共識所致。

稱標書未符合最佳利益
海洋公園將興建3間酒店，首兩間：大樹灣漁人碼頭

酒店及正門廣場海洋酒店，原定6月底開標，但公園把
開標日期押後6個月至今年底，但園方昨日突然發出聲
明，指經過仔細評審，認為收到標書內某些條款未能
符合各方最佳利益，即日終止招標程序。園方指，目
前正重新審視酒店發展項目未來路向，包括重新招
標，或由園方自身興建等可能性，具體內容將於2012
年年初公布。

料2013年將無法落成
海洋公園發言人解釋，未能符合各方最佳利益的條

款包括建築設計、財務安排、酒店運作等方面，預料

酒店落成日期因此而延誤，2013年將無法落成。
不過，有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個入標而呼聲頗高

的建築商，認為政府要求補地價金額太高，雙方未能
達成共識。消息指，建築商雖知要補地價，但沒有料
到政府要求幾近市場價格，令成本增多，加上營運期
只得35年，地價過高令項目失去吸引力。
海洋公園3間酒店均以BOT（建造—營運—轉移）形

式招標，營運期35年，期內公園與發展商攤分利潤，
期滿後酒店擁有權歸還公園。首先興建海洋酒店及漁
人碼頭酒店，原計劃於2013年及2015年啟用，由同一
份標書招標；水療度假酒店則預料2016年可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政府上月
24日宣布把何東花園列為法定古蹟，業主
可於1個月內提出反對。發展局證實，業
主何勉君前日深夜提出反對。根據既定安
排，行政長官考慮後，可指示不把何東花
園列作法定古蹟，或把個案轉交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再就有關安排作出適
當更改或附加條件。

位於山頂道75號的何東花園，20世紀
初，由香港富商何東爵士1927年購入地皮
興建，屬於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建築
物，原為1級歷史建築。現任業主何勉君
（何東孫女）去年向屋宇署申請，把建築
物拆卸，重建為11幢別墅。當局今年初宣
布，把何東花園列為暫定古蹟，並於最近
提出換地方案，但被業主拒絕。

■市建局昨日宣布，決定把「城中綠洲」活化項目總建築設計合約批予創智建築師有限公
司（AGC）。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AGC早前提交的中環街市活化項目設計概念
「漂浮綠洲．新市集」。

設計團隊供圖

■市建局將活化逾70年歷史的中環街市
為「城中綠洲」。圖為中環街市現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