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建局昨日向受九龍城區馬頭角的九龍城道及上鄉
道受影響的物業業主，提出收購建議。根據評

估，合資格的住宅物業業主的物業，收購建議價為每平
方呎使用面積10,232元，相等於同區7年樓齡的市值呎
價。項目共涉及118個業權，約264戶家庭受影響。
市建局初步建議重建後，將在項目內提供約180個實

用面積由23平方米至60平方米的住宅單位，包括約20個

位於地層、預留作為「樓換樓」單位，預計將在2019年
至2020年落成交樓。市建局表示，上述受影響業主如果
在60日內，接受有關收購建議，可以另外獲得一筆津
貼，其中自住業主可獲123,300元相關費用津貼，出租
或空置的住宅物業，則將獲得96,100元津貼。

受影響「樓換樓」可揀新發展物業

同時，市建局也向深水㝸海壇街29A至G號，首個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的「樓換樓」單位，固定收購實
用面積每平方呎9,197元。市建局表示，如果此項目受
影響業主，有興趣選擇「樓換樓」計劃，可選購重建項
目內新發展物業的住宅單位，或選擇啟德發展區的「樓
換樓」單位。
此外，市建局也向深水㝸海壇街205號至211A號，及

大角咀杉樹街13至31號(單號)及橡樹街87號兩個「需求
主導」重建項目的物業業主，發出「有條件收購建
議」，每平方呎實用面積為10,238元。
市建局表示，業主在受到收購建議信後，將有60日時

間考慮是否接納收購建議，但「需求主導」的重建項
目，須得到項目內每一個地段不少於80%不可分割份數
業權的業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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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建項目 收購呎價萬元
九龍城道上鄉道料2019年交樓 提供180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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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林

曉晴）昨日舉行的界限街花墟公園年
宵市場，全日吸引約560人參與，當
中有「打滾」年宵市場30載的老手，
更有不少穿㠥校服的學生。該年宵老
手表示，雖已連續售賣水仙逾30年，
經驗豐富，但由於來貨價上升和人民
幣升值均加重成本，「很難預算有無
錢賺」。而以年宵市場作為「試金石」
的學生們，則希望以自家設計「突
圍」。
昨日早上甫開始拍賣，競投氣氛已

相當熱烈，第一個拍賣的85號攤位，
以1.4萬元高價成交，投得攤位的袁婆
婆已於同一攤位售賣水仙逾30年，她
大嘆「很貴！去年最貴都只是7,500
元」，但當婆婆投得該攤位，毗鄰的3
個攤位均在無人競爭下以底價成交，
平均每個攤位約7,000元，成就袁婆婆
的四連攤位。她表示，來貨價上升和
人民幣升值均加重成本，「很難預算
有無錢賺」。
以1.7萬元投得13號攤位的天主教

南華中學的同學，表示成交價是預期
以內，並透露去年學校的師兄亦投得
同一攤位，成交價卻比今年貴1萬
元，帶領同學們的老師表示，希望透
過營運年宵攤檔，令同學汲取商業運
作經驗，他並指，攤位將會出售由同
學設計的應節產品，包括揮春及福袋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廖穎琪）九龍
區最大的界限街花墟公園年宵市場昨日公開競投
攤位，共吸引約560市民參與，雖氣氛未及維園
年宵競投熱烈，但上午濕貨檔拍賣時，在場不少
「老行尊」爭奪心水攤位時仍「價來價往」，更多
次有人高呼「做開」、「幫幫忙」，需職員呼籲冷
靜。下午乾貨檔拍賣時亦曾出現叫價逾20口的情
況，但由於競投者出手未見進取，乾貨舖王最高
成交價比去年下跌約18%，以22,400元成交。雖
然不少人看淡後市，但有成功投得攤位的檔主
指，只要屆時天氣好，便有信心賺錢。
明年花墟公園年宵市場定於2月4日至2月10日

舉行7天，昨日推出競投的4個熟食檔、96個濕貨
檔，和84個乾貨攤檔，只有1個濕貨檔無人問津
下收回，較去年收回16個大幅減少。今年所有攤
檔的總成交額共235萬元，與去年的220萬元微升
6.8%。

「老行尊」投相連位頻呼「幫幫忙」
昨晨首先拍賣的是96個濕貨攤位，每個面積3

米乘3米，全部底價為4,750元。不少「熟客」一
早到達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拍賣場地，互相交換
「情報」，以冀避免心水攤位出現惡性競爭，推高
價位。早上拍賣氣氛熱烈，不少攤位叫價逾20次
方成交，有「老行尊」為競投相連、三連，甚至
四連攤位，不時高呼「連檔，幫幫忙」、「做開」

等，需拍賣官勸籲不可騷擾其他競投者出價。上
午濕貨攤位成交價最高的是位於場地中央的轉角
攤位，高達17,400元，但比去年的最高成交價
17,800元，跌2.2%。

熟食檔主：今年天晴料有賺
下午拍賣4個熟食檔與84個乾貨單位，以往一

直被視為「搶手貨」的4個熟食檔，熟食檔A一
開拍時，卻只以底價54,320元成交。熟食檔B競
投氣氛則較熱烈，由已投得A檔的梁先生與馮先
生爭奪，最後馮先生以11萬元投得熟食檔B。去
年馮先生以約103,000元投得同一個攤位，今年
雖比去年多花7,000元，但他認為仍是預算之
內，由於去年有輕微盈利，預料只要屆時天氣放
晴，相信亦有盈餘。
以底價投得熟食檔A的梁先生，表示自己預算

以7萬元投該攤位，對於未有人承價，他坦言亦
感意外，他估計因熟食檔A位置近出口，位置不
及熟食檔B好。梁先生現時未有計劃在攤位售賣
那種貨品，但他亦擔心年宵期間會下雨。
下午的乾貨「舖王」以22,400元成交，比去年

的27,500元少18.8%，投得該攤位的黎先生認
為，今年的競投氣氛與去年相若，但競投者出手
則不及以往積極，他估計是因今年的年宵舉行時
間，比去年少了一個周末，減少競投者競投的意
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晨) 當局出招為本港樓

市降溫，而市建局昨日亦公布，就九龍城道及

上鄉道的重建項目展開收購，另有3個項目也

向業主發出有條件收購建議。4個項目平均收

購呎價由9,197元至10,238元，其中位於大角咀

杉樹街及橡樹街的2個項目收購呎價最高。而

馬頭角九龍城道及上鄉道的項目，重建後共提

供180個住宅單位，包括約20個「樓換樓」單

位，預計將在2019年至2020年建成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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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樂在塘廈

據了解，塘廈旅遊文化節期間舉行塘廈旅遊資源推
介會、塘廈水龍油畫村開業慶典暨大型油畫展銷

會、2012中國（塘廈）國際高爾夫運動用品博覽會、
旅遊開放月精品路線免費體驗活動、中秋賞月遊園
會、攝影比賽、烹飪技術大賽、美食嘉年華等各具特
色的活動。
塘廈鎮大力挖掘整合本土文化資源，有古廟、碉樓、

祠堂、古村落等歷史文化遺產，比如始建於明朝宣德年
間的橋隴三聖宮、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的沙湖盤古廟，
以及省文物保護單位——牛眠埔洪仁玕避難遺址。
此外，音樂文化已逐漸成為塘廈的一個新亮點。塘

廈鎮充分利用中國農民工歌曲創作基地、廣東省音協
（塘廈）創作基地、東莞市（塘廈）打工歌曲創作基地
和東八音樂創意園區等重要平台，通過舉辦文化藝術
節、體育節、「越唱越紅」歌唱大賽、打工歌曲創作
大賽等各具特色的大型文體活動，精心創作打造《愛
上鄧麗君》、《王牌遊戲》等原創精品音樂劇，使音樂
文化與旅遊業發展完美融合。

深港後花園打造旅遊休閒勝地
塘廈鎮形成集觀光娛樂、休閒度假、商旅悅遊、飽

覽群藝於一體的和諧完善的旅遊文化生態鏈條。塘廈
背倚大屏嶂森林公園，坐擁世界第一大的觀瀾湖高爾

夫球會，境內12個天然湖泊（水庫）。2011年5月13日，
觀瀾湖被正式評定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這意味㠥東
莞首個國家5A級旅遊景區宣告誕生。這裡還有40多個
文化廣場及主題公園，平均每3平方公里就有一個生態
廣場公園。此外，還有200多家高檔商務酒店以及一大
批全國一流的文化設施。
塘廈鎮充分挖掘、整合鎮內豐富優質的旅遊文化資

源，大力發展旅遊文化事業，通過實施「藍天、碧
水、綠地、宜居、綠色GDP」五項工程，實現人均公
共綠地達15.2平方米，綠化覆蓋率達40.4%，營造出
「城在林中、人在綠中」的優美環境，先後被授予國家
園林城鎮、國家衛生鎮、全國環境優美鄉鎮、中國綠
色名鎮、國際生態安全示範鎮等榮譽稱號，成為宜商
宜工宜居的港深後花園。
塘廈鎮委書記、鎮人大主席管敏政表示，塘廈鎮地處

廣州—深圳—香港經濟大走廊的黃金地段和「莞深港1
小時生活圈」的核心地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塘廈從
昔日的農業鎮迅速崛起，成為中國千強鎮（第五名）、
廣東省中心鎮、東莞市五強鎮。2011年全鎮完成生產總
值202.54億元，同比增長7.4%；實際利用外資1.86億美
元，同比增長23.7%。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城市面貌煥
然一新，使塘廈這座城鎮充滿了活力與魅力。
未來幾年，塘廈還將利用鎮內現有的山坡、濕地、果

園和菜地等豐富自然資源，借助社會資金，規劃建設一
系列旅遊配套設施，㠥力打造國際綠色生態旅遊名鎮。

東莞市塘廈鎮舉辦2012旅遊文化

節，這是塘廈鎮首次舉辦的旅遊與文

化相結合的重大活動。塘廈旅遊文化

節從9月20日正式開幕至12月底結束，

歷時近百天，各種活動多達80餘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丘麗芳 東莞報道

■塘廈行政文化新區

東莞城市副中心 深港後花園
塘廈借力旅遊文化節營造度假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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