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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談創業：想成功先要接受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失敗乃成功之母，
創業者不但要有觸覺及鬥心，更要有屢敗屢戰的精
神才能成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商場是英雄
地，能夠成功突圍創下傳奇，除了要有觸覺、執行
能力、鬥心和眼界，更要接受失敗，屢敗屢戰，才
種出了成功的果實；若不能接受失敗，還是不要創
業好了。
曾俊華昨日在題為「創業時代」的網誌稱，隨着資

訊科技迅速發展，近年世界各地以至香港，都捲起熾
熱的創業氣氛。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更在今年的工作報
告提出，要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成推動國
家經濟發展的「雙引擎」之一，望營造更有利創業營
商的氛圍。
他表示，香港一直是創業者的搖籃，而近年與資訊

科技相關的初創公司，猶如雨後春筍般在香港發展。
投資推廣署的一項調查訪問40間在香港的共享工作空

間及創業培育中心營運者，發現共有1,558間初創公司
在當中運作，數字較去年增加46%。
曾俊華續說，在上周三出席一個創業論壇，與本
地創業圈子的朋友交流，認為創業者均具有觸覺、
執行能力、鬥心和眼界的共通點。如打破傳統電召
貨車服務的GoGoVan，已開始進軍亞太區多個市
場，創辦人Steven除了發明一個高效的網上平台，
背後亦有整個物流程序，包括如何調撥貨車資源、
利用車隊的閒置時間等。曾俊華認為，此等都與資
訊科技無太大關係，最重要是高效率的管理和執行
能力。
他又認為，對大部分創業者和投資者而言，盈利可

能是最重要的考慮和目標，但是成功的創業者卻是看
到盈利以外，對社會產生改變的眼界。如 Insight
Robotics發明的山林監測系統，能夠利用紅外線監視
器、無線通訊和無人機，合併成極精準的山火監察系

統，可監察在5公里半徑範圍內，小至兩米乘一米的火
源。有關技術已經先後在內地和加拿大應用，守護了
大片林木，免受山火威脅。

商場英雄地 要屢敗屢戰
曾俊華認為，創業者有觸覺、執行能力、鬥心和眼

界，並不代表能成功創業，形容商場是英雄地，能夠
成功突圍創下傳奇，說是萬中無一也不為過。他說，
不少創業的年輕人曾有過失敗故事，屢敗屢戰，才種
出了成功的果實。「若不能接受失敗，我建議還是不
要創業好了。」
他表示，香港有不少值得我們自豪的成功故事，它

們無論在本地和海外都得到認同，亦經歷了市場洗
禮，若能夠得到更多宣傳，不單能夠讓更多人學習他
們的成功經驗，我們對於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亦
能夠有更公道的評價。

地
質
公
園
獲
續
牌

證
國
際
認
同
港
努
力

故宮育文物「醫師」
林鄭北上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國際文物修護
學會培訓中心昨日在故宮博物院舉行簽約揭牌儀式，第
一期培訓班同日開班，來自內地、港澳台地區、埃及、
墨西哥、希臘、澳大利亞、印度、英國等地學員成為培
訓班的第一批學生。這是國際文物修護學會第一個，也
是唯一的一個國際培訓機構。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專程北上，和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國際文物修
護學會主席莎拉．斯坦尼福斯一起為培訓中心揭幕。
林鄭月娥致辭時稱，香港和故宮一直有良好交流，特

別是2012年6月，香港康文署與故宮簽訂《合作意向
書》後，雙方進一步加強了藏品管理、文物保護技術和
展覽交流等領域的合作，近年來有多項大型故宮文物展
覽在香港展出，展覽好評如潮，成為年中的文博盛事。
她特別提到，單霽翔院長亦十分關心香港文化遺產的保
護工作，在他出任國家文物局局長與自己擔任發展局局
長期間，合作無間，推動內地與香港在保護文化遺產的
交流和合作。
成立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培訓中心的構思由故宮博物院

院長單霽翔率先提出。他希望通過一系列培訓交流，促
進博物館文物保護修復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傳播文保
知識、培養文保人才，尤其重點培養亞太地區的文保人
才等。今後將每年舉辦一期。

西九苗圃「加時」
利民臥草地賞超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躺臥於綠如氈毯的青
草地，「超級月亮」伸手可及，與最愛共度中秋，這個
願望或可在今年中秋節實現。天文台預計，中秋節傍
晚、翌日清晨及晚上，在較開揚的地方可觀賞到「超級
月亮」，而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決定在9月27日中秋節
正日，延長開放時間至午夜零時30分。市民可以攜帶寵
物到場，並觀賞園內的果樹，如楊桃、石榴及龍眼等，
體驗不一樣的中秋。
天文台表示，「超級月亮」在中秋節傍晚、翌日清晨
及晚上，運行至「近地點」附近（即最接近地球的位
置），距離只有約357,000公里。屆時肉眼所見的月亮直
徑，會比在月球與地球平均距離時所見的增大約7%，是
自1998年以來，目視直徑最大的中秋節月亮。不過天文
台補充，滿月之時，南美洲、北美洲大部分地區、歐
洲、非洲及西亞將出現月全食，但身處香港的市民則無
緣目睹這次天文現象。下次「超級月亮」和月全食同時
出現的時間會2033年。
不少港人都會找開揚地方欣賞滿月，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表示，苗圃公園在中秋節期間照常開放，由上午6時
至晚上11時。不過在9月27日(周日)就延長開放時間至
午夜零時30分，歡迎市民攜同竉物到場，園內設有竉物
糞便收集箱及供水設備。不過局方提醒，園內嚴禁吸煙
及煲蠟，並要愛惜園內所有的植物，特別勿採摘樹上果
實。

園方提醒愛護樹木勿「偷桃」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高級園境師朱淑霞表示，苗圃公園

的南邊草地有40張椅子供市民使用，或可躺於草地，欣
賞天上明月。她笑說，園內任何地方都有很好的角度去
欣賞月亮，建議中秋節當晚到場享受中秋，但提醒大家
要愛護樹木，「眼看手勿動」，切勿摘下樹上楊桃「應
節」。

■苗圃公園的南邊草地有40張椅子，供市民使用，或可
躺於草地，欣賞天上明月。 楊佩韻 攝

陳茂波指人工島
可成「東大嶼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特區政府將長遠規劃

重心西移至大嶼山，平衡香港人口、房屋及商業的規
劃及分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稱，正研
究在大嶼山及港島之間，即在交椅洲或喜靈洲附近，
興建中部水域人工島，距離港島約四公里。他表示，
配合港珠澳大橋及其他連接大嶼山的交通基建，人工
島有潛力成為「東大嶼都會」，成為本港第三個核心
商業區，當局稍後會就人工島概念諮詢公眾及進一步
研究詳細規劃。
陳茂波昨日發表以「大嶼山發展」為題的網誌，稱大

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大致完成了涵
蓋大嶼山規劃、保育、經濟及社會發展、康樂及旅遊各
方面的發展策略建議，並計劃在年底提交工作報告。他
表示，大嶼山現時有一些正在進行或在規劃中的項目，
包括東涌新巿鎮擴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
商業發展、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機場北商業區、機場
三跑道系統、欣澳和小蠔灣發展等，當中東涌新巿鎮擴
展和小蠔灣的發展，令當地人口增加。
在「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研究」方面，當局初步打算

在中部海域如交椅洲及喜靈洲附近，填海興建一個或多
個人工島。陳茂波重申，中部水域人工島是一項長遠、
龐大而複雜的項目，現時只是提出初步概念，其可行
性、發展規模和實際用途均須作進一步的研究，亦必定
會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讓社會討論。

大圍明渠倡變河濱公園
積垃圾生雜草長期浪費 鄧家彪：可成區內綠化走廊

目前大圍人口約18萬，隨着未來多個公屋、居屋及
私樓相繼落成，提供逾1.7萬個單位，龐大人口

對區內文娛及綠化設施的需求更為殷切。鄧家彪表
示，區內居民多年來一直投訴區內休憩空間不足，期
望透過活化工程，釋放大圍明渠現有的閒置土地。工
聯會建議當局為兩段範圍進行活化，分別是村南道以
北一段約250米長的明渠，河道兩旁為城河道及城運
路；以及美城苑與美林邨之間一段約300米長的明渠。

倡回用污水處理廠再生水
研究建議將河道發展成綠化走廊，進行部分河道挖

深及擴闊工程，以騰空現有河床位置。當局需保持河
道源源不絕的水景觀，可以考慮引入城門河下游的水
流、回用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再生水、於上游設立蓄水
區及引入天然地下水。另外，騰出的河床位置則可以
在兩邊種植灌木花卉，並鋪設草地，使整段明渠轉化

為一條具有自然及現代景觀的河道。
研究又建議在河道兩岸劃出土地作為水濱公園，並

增設休閒步道，讓市民可以沿河散步欣賞景色。公園
亦會設有康樂設施、公眾休憩處及展示藝術裝置的空
間。另外，透過開放式的管理，市民可以在綠化草地
上進行野餐，放風箏等活動。
鄧家彪表示，此處明渠彰顯生物多樣性，經常可見

美林邨有小白鷺捕魚，認為一個社區有更多的水體，
美觀之餘亦能降溫。
鄧家彪續指，儘管過去10年城門水塘僅有數天出現

滿溢情況，但河道仍然具備洩洪功能。他認為政府有
能力使河道在保留洩洪功能之餘，亦能進行活化為居
民提供更好的休憩空間。他表示，研究建議的河段最
上游連接城門水塘，一般而言，當城門水塘滿溢時，
水務署才會安排洩洪。鄧家彪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在
一定水位就洩洪，如此就不用太擔心有危險。他又建

議將公園範圍內的河床部分提高，如加建平台，以避
免造成危險。

渠署指將研活化名單 料兩年完成
渠務署土地排水部總工程師何耀光表示，大圍明渠

過去的洩洪量雖然不多，但當局依然將保留防洪功能
為優先考量，因為一旦山洪暴發，明渠的角色就非常
重要。他又說，本港有過百條明渠及河道，發展局年
底啟動的研究報告將進行篩選，決定活化名單以及優
先次序，報告預計需時兩年完成，到中期至後期再諮
詢持份者意見。
居住在大圍30多年的陳太表示，自己住在明渠附

近，每次行過就「非常眼冤」。她說，明渠猶如一片
死氣沉沉的石屎地，不但雜草叢生，又有很多人亂拋
垃圾，而河道中一個個小水窪猶如養細菌。她希望可
以活化明渠，等「孫兒都有地方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因應施政報告提出親水文

化，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活化河

道及明渠。位於城門河上游的

大圍明渠本用作疏導雨水之

用，但過去數年河道水流量一

直偏低，造成長期外露的混凝

土渠床雜草叢生，甚至堆積垃

圾，除了有礙觀瞻，亦浪費寶

貴的土地資源。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建議政府，將兩段

長度合計550米的大圍明渠發

展成河濱公園，成為區內的綠

化走廊。
■現場可見大圍明渠堆積不少垃圾，
有礙美觀。 翁麗娜 攝

■■工聯會希望政府將大圍明渠納入政府的活化明渠工聯會希望政府將大圍明渠納入政府的活化明渠
及河道顧問研究之中及河道顧問研究之中。。左四為鄧家彪左四為鄧家彪。。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倡「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郊野試移走垃圾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
旻珊）為了培養市民「自
己垃圾，自己帶走」的意
識，漁農自然護理署從今
個月開始，以大埔滘郊野
公園及4個郊野徑作為試
點，移走共40個垃圾桶、
垃圾槽及垃圾分類回收
箱，在試行計劃一年後，
會進行檢討，再決定是否
擴大計劃範圍。有行山市
民表示歡迎計劃。
漁農自然護理署早於

2010年開始逐步減少全港
各區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
區的垃圾桶及垃圾槽，由
當時的 2,870 個，減少至
2014年的2,385個；垃圾分
類回收箱則一直維持1,700
多個。而垃圾桶及垃圾分
類回收箱大部分設置於在
郊野公園內的康樂場地，
如燒烤、野餐和露營場
地，部分則設於遠足徑。
漁護署從今個月開始，以

5個地方作為試點，移走共
40個垃圾桶、垃圾槽及垃圾
分類回收箱，只保留出入口
的垃圾箱，地點包括大埔滘
郊野公園、大欖涌郊野徑、
馬鞍山郊野徑、鳳凰山第三
段及龍脊。署方亦會在移走
垃圾桶的位置加添提示牌，
及在出入口掛上大型宣傳橫
額。

指垃圾桶引動物「搵食」

漁護署郊野公園護理主
任陳靜嫻日前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垃圾桶的設置
就好像「鼓勵」行山者將
垃圾棄置，今次計劃目的
是培養市民「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及減廢的意
識。她指，垃圾桶會影響
自然原貌，並會吸引一些
猴子及野豬「搵食」，影
響牠們的身體健康；若棄
置不當，部分垃圾難以分
解，嚴重影響環境，「即
使蘋果核都要個幾月才能
分解。」
陳靜嫻又稱，有信心推行

計劃，在未移走龍脊的垃圾
桶前，桶內外都塞滿垃圾，
但在移走後，垃圾桶本來位
置不但沒有垃圾，垃圾量亦
有減少。在計劃試行一年

後，會視乎試點的情況及數
字，經分析後，再決定是否
擴大範圍及移走出入口的垃
圾箱。

市民：郊野公園「零桶」可行
帶同小朋友郊遊的李先

生表示歡迎計劃，認為自
己帶走垃圾對環境有好
處，自己平日亦會自備水
樽，減少垃圾。他指，香
港可參考日本的做法移走
垃圾桶，並認為香港長遠
而言，移走全港郊野公園
內的垃圾桶是可行的。
漁護署於昨日開始，聯

同17個環保團體及遠足團
體，展開公眾教育活動，
包括相片展覽、公眾講
座、郊野公園體驗日營及
攤位遊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由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支持的世
界地質公園網絡，日
前批准香港地質公園
未來4年維持地位，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
示歡迎相關組織認同
香港在地質公園所做
的工作，並認為獲續
牌是對政府努力的肯
定，他亦強調會加強
在地區的溝通和參
與。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昨表示，政府歡迎相
關組織認同過去的工
作，包括地質公園在
保育、教育與可持續
發展，並認為今次的
續牌是對政府的工作
和努力的肯定。政府
亦會加以了解及跟進

評委的觀察和意見。
黃錦星指，評委表示首兩方面的工作，即保育和教育方面做得相
當好，並對此作高度評價；而在可持續發展部分，特別是有關地區
參與方面，應加強工作，所以政府會繼續保持首兩方面工作，期望
做到更好，同時在第三方面，適當地跟進評委的意見。

黃錦星：加強與村民溝通
他續稱，政府在過去為地質公園進行一些相關工作，例如在西貢

新開啟的火山探知館，正是漁護署和地區人士共同合作，參與推動
地質公園的工作。政府在未來亦會朝着這個目標和方向，加強在地
區的溝通和參與。
至於改善交通方面，黃錦星稱，居民希望在偏遠的地質公園加強
其可達性，但需要作出平衡，政府也要留意地質公園的遊客承載
力，不能只純粹追求最大的遊客量。並強調，政府會盡量在地質公

園的三大目標下，包括可持續發展方面，加強與村民溝通，互相理解，以期
作出平衡。
另外，黃錦星呼籲市民「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習慣在源頭減少垃圾的產
生，同時政府會透過不同的運動和行動，持之以恆地清潔香港。前日漁護署
與一些相關潛水組織也走到不同地區進行海岸和海底清潔行動，政府會透過
跨部門合作一起推展這些工作。

■啟動禮後，黃錦星（前排右一）與小朋友參
與郊野公園減廢日攤位遊戲。

■漁護署從今個月開始，以5個地方作為試點，移走共
40個垃圾桶、垃圾槽及垃圾分類回收箱。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