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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桃花大賣 水仙受熱捧
「桃花大王」料生意倍增 有望提早收爐

義工盟憶童年
懷舊零食旺銷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楊佩

韻 ） 談 起 年

花，怎少得桃

花及水仙？大棵桃花於年廿五年宵首日幾

近全開，花農都叫苦連天，不過記者發

現，年花攤位有大量小桃花出售，價格由

138元至500元不等，吸引家居較細的市民

購買。「桃花大王」劉海濤表示，小桃花

多是佛山種植，不是從大棵桃花折枝出

來，又稱今年生意不錯，期望大小桃花都

可以提早售罄。另外有檔主表示，今年水

仙合時令「生得好靚」，單是昨日一個上

午已售出1,000個水仙，料今年生意會按年

上升20%。

年花行情
品種 售價

小桃花 138元至500元一支

水仙 約38元一個

韓國蕙蘭 388元一盆

開運吉吉雞 108元一支

資料來源：各攤檔檔主 製表：記者楊佩韻

記者昨日發現多個桃花攤位都有出售
小棵桃花，吸引不少市民駐足觀

看。主售小桃花的蘇先生稱，近年看到
港人喜歡較小型的桃花，需求愈來愈
大，故今年入了 200 棵至 300 棵小桃
花。他續稱，該類型的桃花由138元至
200元不等，短時間已售出數十棵，料
生意不錯。

大桃花1.3萬唔賣住
在「桃花大王」劉海濤的年宵攤位，桃

花價格則由380元至500元不等，記者所
見只餘下一棵大桃花「坐鎮」及部分中
型、小型桃花出售。劉海濤笑稱「大桃花
出價1.3萬都唔賣住」，所有桃花料很快
便會掃清光，料生意按年倍增，期望可以
提早收爐，與家人一起過年。他又提醒市
民，選桃花時可以留意根部的分支情況，
便可發現桃花曾否「折枝」。

水仙一日賣出一半
萬花園鮮花批發負責人李先生表示，今

年水仙合時令「生得好靚」，38元1個的
水仙於昨日一個上午已售出1,000個，直
言「去年2,000個水仙都賣唔晒，但今年
第一日已賣出一半。」他續稱，韓國蕙蘭
售388元一盆，首日售賣情況不俗，相信
未來數日會提早售罄，將會在年宵後期出
售百花等鮮花應節，看好大市，料生意按
年上升20%。

「吉吉雞」大受歡迎
除了傳統年花外，今年在網上爆紅的

花店「八拾花火」出售「開運吉吉
雞」，將菊花製成小雞模樣，成功吸
引小朋友眼球，一個早上已售出 60
支。
負責人Jessie表示，「開運吉吉雞」生

意不錯，帶動店內主要的花火瓶生意，
期望可以賺回成本。不過她承認，港人
消費意慾較謹慎，「平嘢唔一定會湧住
去買，反而他們想買有特色及意義的物
品」，料本土製作的產品會在年宵大受
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區最
大型的年宵市場——維園年宵昨日開鑼。
首次參加年宵活動的香港義工聯盟以《回
味童年》為主題，在維園年宵進行義賣，
出售一系列香港市民小時候常見的零食，
包括綠箭香口膠、寶路糖、吹波膠、BB糖
及戒指糖等，喚起不少市民孩提時的快樂
回憶。

90歲婆婆手工大賣
為支持聯盟首次參與年宵，聯盟董事會
成員包括聯盟主席及香港義工基金主席譚
錦球、聯盟常務副主席林龍安，以及義工
基金副主席蒙美玲、張芯瑜等昨日均現身
支持，更化身「攤主」落力推銷，成功吸
引不少市民。
大家看到這些懷舊零食都十分開心，恍如

重見久別重逢的兒時玩伴。更有不少熱心市
民大手購入零食，望跟身邊朋友分享快樂，
更可藉此協助有需要人士。90歲的鄧眉婆
婆更親手製作超過15件愛心手工進行義
賣，深受現場人士歡迎，不消2小時已全部
售罄。

邀學生家長行年宵
此外，聯盟更貫徹扶持弱勢社群及宣揚關
愛文化的精神，邀請一班參與「香港義工聯
盟兒童發展培育基金」的小學生與家長，來
到維園行年宵，感受新年氣氛，並與一眾嘉
賓一齊辦年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今年
年宵市場上，新民黨第七年向市民送
上祝福。宣佈參加特首選舉的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與新民黨副主席田
北辰及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手持不同
款式的雞仔玩偶，向市民拜年送祝
福。葉劉淑儀表示，雞年是機會之
年，處處有機遇。她認為過去香港經
濟發展緩慢，希望在雞年不斷進步。
田北辰則用裝有3隻雞仔玩偶的籃子
寓意特首選舉「一個籃子裡有3隻
雞，有得揀。」

田北辰說，雞不會好易妥協，阻住
雞前行是不行的，他反對立法會不時
拉布拖慢施政，希望下屆政府施政更
加順暢。他又說，中國地圖外形似
雞，香港位於雞腳位置，即使香港只
有700萬人，亦在內地發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不能分割。
容海恩希望未來一年施政有效，青年

人更上一層，步步高陞。隨後葉劉淑儀
應市民邀請在年宵攤位即席揮毫，寫下
「心想事成」、「促進和諧」及「和諧
社會」等春聯贈予市民。

經民聯第四年設年宵
攤檔以「香港一定
Duck」為主題，寓意

「香港一定得」，又以小黃鴨為主要產品，
與市民一起重溫香港的集體回憶。經民聯榮
譽主席梁君彥、主席盧偉國、副主席梁美芬
等到場為攤檔「促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亦到場支
持，祝願來年「香港一定得！」
啟動禮先由醒獅起舞助興，祝福大家和氣生

財、好運齊來，其後一眾嘉賓金筆一揮為醒獅
點睛，祝願香港雞年吉祥，大家再敲響銅鑼，
寓意香港在新的一年萬象更新、政通人和。
盧偉國表示，有近70年歷史的小黃鴨

「LT Duck」是香港早期非常出色的工業產
品，陪伴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成長，既象徵香
港工業發展騰飛，又象徵香港經濟一直以來
創造的奇跡，「經民聯今年售賣小黃鴨寓意
香港來年事事亨通！香港一定得！」

高永文現場購買支持
高永文笑說，小時候亦喜歡小黃鴨玩

偶。他表示，小黃鴨象徵獅子山下的精神，
希望香港人能夠發揮「獅子山下」「同舟共
濟，同心一德，一起拚搏」的精神。他隨後
即場購買三套「LT Duck」精品支持。
許曉暉認為小黃鴨是香港人的集體回

憶，由香港設計至香港製造，相信能夠將
「香港一定得」的精神延續下去。她隨後更
即席揮毫書寫揮春，祈願香港「政通人
和」，個個「身體健康」！
梁美芬表示，小黃鴨不但寓意「香港一
定得」，數字「2」亦常以「鴨仔」表示，
取「2」的諧音「易」字，寓意每件事都非
常容易，得心應手。她祝福來年「香港解決
問題一定得！創業就業一定得！」
經民聯維園年宵攤位展期由1月22日至1

月27日(年廿五至年三十)，除售賣小黃鴨精
品外，每天還有義工書法家即席揮毫，為市
民書寫賀年揮春。 ■記者文森

經民聯祝港一定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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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盼雞年有機遇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表示，今屆政府最後一份施
政報告，社會福利開支5年增加近5成半，並非打破公
共財政紀律，投放福利資源不是大灑金錢收買人心，
而是量入為出地關愛社會。香港作為一個富庶的國際
都會，照顧弱勢社群責無旁貸，讓廣大市民分享到經
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基層的福利開支「應使則使」，
以利構建更公平和諧社會。更重要的是，社會各界齊
心協力，支持政府發展經濟、創造財富，有更充足的
財力改善民生，造福市民。

香港的公共財政體制一直採用審慎理財的原則，曾
有施政報告明言，香港應該維持公共開支不超過本地
生產總值的20%的「財政紀律」。但是，時移勢易，
社會要求政府照顧基層的訴求日益高漲，而政府亦累
積龐大的財政儲備，在福利開支多作承擔，投入更多
財政資源，是市民的共同願望。

上世紀70年代，港督麥理浩推行「新政」，主要內
容就是一系列福利政策，涵蓋房屋、醫療、教育、殘
疾補助、安老服務等等。當年港英政府的財力與今天
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當年香港經濟尚未起飛，如今香
港的人均收入早已進入發達地區行列，當年港英政府
可以在社福政策投放大量資源，促進社會公平和諧，
今天特區政府只要力所能及，更加不能落後前人。

本屆政府上任四年多以來面對眾多挑戰、風風雨
雨，但始終把扶貧、安老、助弱作為施政重點。過去5
年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了55％， 而整個政府開支在這幾
年只是增加了34%，張建宗形容，福利開支已經「跑

贏政府大市」。此次施政報告即便是本屆政府最後一
份施政報告，但政府並非以「夕陽政府」的心態敷衍
了事，而是繼續積極有為，交足功課，在福利政策上
更是大幅落墨，提出一系列措施，如建議「長者生活
津貼」增加一層高額援助，並放寬現行津貼的資產上
限，進一步鞏固社會保障支柱；又將醫療券受惠年齡
由70歲降至65歲，加強醫療支柱。惠民福利政績有目
共睹，反映本屆政府高度重視基層福祉，在庫房盈餘
充足的情況下，敢於在福利開支問題突破框框、迎難
而上，以實際行動照顧基層。這是順民意、得民心的
德政。

本屆政府增加福利開支的同時，沒有忘記基本法要
求特區政府公共財政須量入為出的原則。例如，施政
報告堅持全民退休保障在財政上難以持續，以其他多
方面的改善退休保障取而代之；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
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顯示政府重視福利政
策的統一性、可持續性，考慮香港的長遠財政承擔能
力 。本屆政府加大投放福利資源，兼顧量入為出、量
力而行，確保將有限資源用得其所，照顧到真正有需
要的基層人士。

當然，政府能否持續增加福利資源，最終取決於庫
房是否充實，政府要做大經濟之餅，市民才能分到更
大福利之餅。「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社會各界必
須更加重視發展經濟的重要性，與政府一道努力，振
興經濟。經濟發展好，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社福政策
就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令更多市民受惠。

照顧弱勢責無旁貸 社福開支應使則使
春節漸近，為期7天的維園年宵市場昨日

開鑼，全港的節日氣氛日漸濃烈。明年是農
曆丁酉雞年，許多年宵攤檔以「雞」為題的
商品作為賣點或特色，相當熱鬧。逛年宵是
港人年末的一大傳統活動，既顯示出本地的
傳統節慶特色，亦起到刺激消費、活躍經濟
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香港社會重視年宵
傳統節慶活動，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振興
本港旅遊業具有獨特的促進作用。

過往一年，香港經濟未算太理想，尤其是
訪港旅客和整體消費市道都錄得負增長。展
望雞年，在歐美政經形勢不確定性增加情況
下，香港經濟前景不容樂觀，進出口等傳統
產業面臨嚴峻挑戰。但年尾辦年貨，購買禮
品、年花等消費活動未受影響，很多檔主仍
然對今年的年宵市道樂觀。除夕前幾日預料
天氣晴好，十分有利於市民逛年宵購物。

近年有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年宵市場多
了很多生力軍，一些青年學生競投年宵攤
檔，擺賣自己設計的商品。例如，有大學生
將懷舊玩具製成大型玩偶，這些年輕人創意
十足，將本土文化融合產品設計，其意義不
在於能否賺大錢發大財，而是讓年輕人的創
意通過人山人海的年宵市場與全港市民親密
接觸，年輕人一方面可以獲得難得的社會歷
練，另一方面，社會亦藉此了解年輕人的思

想和訴求，二者互動，相得益彰。
近年，年輕一代對西方節慶越來越熱衷，

而許多中國傳統節日卻被青年人冷落，令人
憂心。因此，辦年宵不單是簡單地慶祝春
節，更應該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
揚，具有特殊的歷史使命。

香港華洋雜處，中西文化薈萃，本身就是
中國與世界融合的橋樑，是展示中華傳統文
化的窗口，不少外國觀光客都會在春節前後
來港觀光，感受中國最重要的新春佳節的濃
厚氣氛。節慶活動早已成為很多國家發展文
化產業的重點，特區政府亦應該思考如何更
有效地運用春節品牌，宣傳中華傳統文化，
推介香港「東方之珠」的獨特性，以振興旅
遊業和零售業，創造新的商機，實現多贏效
果。例如，食物環境衛生署可以考慮制定優
惠政策，支持在年宵市場內售賣具中國及本
港特色的食品；教育局和各大文化團體亦可
以利用年宵市場，發掘銷售更多具傳統中國
文化的產品，如此等等。

一年一度的年宵市場，可以刺激消費、發
展經濟、推廣文化，全港市民可以藉着年宵
活動，展望新年的新氣象。有關部門和社會
各界應該為年宵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對外
推廣春節，讓這一節慶活動成為香港文化旅
遊的一張名片。

打造年宵節慶 傳承文化促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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