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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又一春
南港島線通經濟效益顯 商貿藝術旅業更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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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南區新項目新效益
項目

落成數碼港

港鐵南港島線通車

黃竹坑向經貿、藝術中心轉型

海洋公園擴建

瑪麗醫院重建

薄扶林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
舍活化

興建國際廚藝學院新校舍

每年舉辦南區旅遊文化節

建立五條文學徑

推動為長者5年免費驗眼及復
康巴士穿梭服務

■資料來源：南區區議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效益

南區成香港創科產業中心

突破南區發展樽頸

將成為南區經濟中心

鞏固南區旅遊中心地位

大大提升公共醫療服務

助市民重溫香港畜牧業

新增2,000學額推動全港餐飲業

建立南區獨特文化旅遊品牌

紀念在南區生活過的5位文化名人

公共諮詢當中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
在黄竹坑擁有多幢工廈，

他對黃竹坑的變化有切身體會。他也認為
港鐵南港島線開通給南區帶來重大發展契
機，尤其黃竹坑地理位置優越，處於市中
心、海洋公園和香港仔居民區的中心點，
已開始向商貿、旅遊中心區發展。但工廈
轉型面臨頗高門檻，政府應降低限制提高
誘因，促進黃竹坑加速轉型，為南區增添
強勁經濟引擎。

李秀恒：黃竹坑優越性盡顯
李秀恒表示，南港島線開通後，黃竹坑

地理位置優越性立刻顯現，由金鐘坐兩個
站就能抵達黃竹坑。港島中區的商貿區早
已飽和，向黃竹坑轉移成為理想選擇。南
區旅遊資源十分豐富，黃竹坑旁邊就是景
色優美的深水灣，又與海洋公園近在咫
尺，發展旅行社、酒店和餐飲業均前景看
好，且能令黃竹坑經濟迅速起飛，創造大
量就業機會，進而帶動整個南區的經濟進
入高速發展區。
他說：「往往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

感。」雖然黃竹坑已開始向商貿、旅遊配
套等方向轉型，但仍面臨很大挑戰。
最大挑戰是工廈改變用途或重建的問

題。黃竹坑是香港最老的工業區之一，基
本全由老舊工廈組成，這些工廈並不能用
於商貿用途，亦明顯不符旅遊配套產業要
求。而政府對工廈改用途和重建有很嚴格
的要求，令工廈業主在改用途、改建或重
建時困難重重，往往得不償失，喪失了重
建動力，以致拖慢了黃竹坑的轉型。

他建議，時至今日工廈已基本喪失工業用途，政府
應重新定義工廈用途。在符合安全和消防標準下，應
允許工廈作商業用途。而與經濟發展不符的諸多工廈
改建、重建限制，應放寬或取消，並降低審批門檻、
縮短審批程序，加快釋放工廈蘊藏的巨大土地資源，
緩解本港嚴峻的房屋供應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南區位於香港島南部，東起大浪灣，西
至薄扶林，包括石澳、大潭、赤柱、

舂坎角、淺水灣、黃竹坑、香港仔、鴨脷
洲等地，面積達4,000公頃，約佔港島一
半面積，人口卻只有約27.5萬人。
香港回歸20年以來，南區經濟和人口規

模均無太大變動，主要是受制於交通條件
的限制。嚴重交通堵塞，令南區經濟難以
發展，無法提供足夠就業機會，以至區內
居民需每天往返市區上班，又進一步加劇
交通堵塞，形成惡性循環。

昔隧道每月間封500次
朱慶虹表示，出入南區的交通要道主要
是香港仔隧道、薄扶林道和大潭道等。連
接市中心的香港仔隧道，承擔南區對外交
通70%的流量，地鐵通車前堵塞情況十分
嚴重，每月為紓解堵塞，間歇性封閉次數
達500次左右。
早於2005年南區居民就強烈要求開通港
鐵南港島線，但政府評估若開通南港島
線，只有27萬人口的南區乘客量不足，會
令港鐵虧本經營，因此不同意方案。
南區區議會其後堅持不懈地游說政府，
並聘請港大做南港島線經濟效益評估報
告，論證南港島線開通後所獲得的經濟效
益遠大於工程支出。政府終於被說服。
南港島線（東段）於2007年起動項目，

2011年開始建造，並於2016年12月28日
正式通車。南港島線（東段）由金鐘至南
區，途經海洋公園、黃竹坑、利東並以海
怡半島為終點站。其中，南區區議會早於
2008年就已成立「港鐵南港島線計劃發展
專責委員會」，積極督促各部門推動工
程，為南港島線（東段）開通作出貢獻。

商企紛進駐 地價租金大升
朱慶虹說，南港島線（東段）開通後的

效果十分顯著，
區內居民往返市
區上下班時間大
為縮短，一致讚
好。尤其是開設
了地鐵站的黃竹
坑，變化可說是
翻天覆地。黃竹
坑有碼頭運輸便
利，數十年前曾
是香港經濟最活躍的工業區。隨着工業北
移，黃竹坑大量工廈空置。地鐵開通半年
來，黃竹坑地價、租金大幅上升，不少商
企向黃竹坑遷移，黃竹坑由工業區向新興
商貿中心轉變的趨勢已十分明顯。
大量藝術創意工作者亦開始選擇交通方

便、租金相對低廉的黃竹坑工廈作為工作
室，藝術產業已悄然進駐。區議會與民政
事務局亦達成共識，在前香港仔消防局舊
址興建大廈，預留場地給藝術發展局作為
永久辦事處，推動區內藝術事業的發展。

漁港民俗海灘海園前景光明
朱慶虹又說，港鐵開通，對南區旅遊業

意義重大。南區旅遊業資源十分豐富。擁
有百年前遺留下來的濃郁歐陸風情，又有
傳承數百年的漁業風俗、地道漁村飲食文
化。港島12個最優質海灘包括淺水灣、深
水灣等全在南區，還有本港著名主題公園
海洋公園。以前同樣受制於交通不便，南
區旅遊資源未能充分開發。現在地鐵開
通，十幾分鐘就能由擁擠市中心，來到碧
海藍天、林木葱鬱的南區。
據悉，海洋公園正進行擴建計劃，以

興建酒店及發展大樹灣全天候水上樂園
為兩大重點。海洋公園站開通與擴建計
劃相得益彰，為這本地主題樂園帶來光
明前景。

今年73歲的伙
叔，世代在香港

仔打魚，至今他仍駕駛着他的小
漁船在避風塘來來去去。不同的
是，現在駕船更多的是為消磨時
光，捕魚也只為自己食用，不像
以前是拿上岸出售，換取生活物
資。他指，幾十年來尤其是回歸
20年來，南區變化太大，以前的
爛泥灘、亂葬崗，變成現在的高
樓大廈，衣食住行都發生翻天覆
地的變化。

捉魚只為「畀家人嚐鮮」
伙叔的漁船沒有遊艇牌，因此不

能賺遊客錢，只能做些鴨脷洲老街
坊的生意，載着他們往返香港仔。
他說：「肯定沒什麼錢賺。但是
『做慣乞丐懶做官』，習慣了海上
生活，不願呆在陸地上。」
伙叔早已獲政府分配公屋，子

孫們也都轉行在市區工作。他和
妻子衣食無憂，但每天仍駕駛着
兩條小漁船在避風塘穿梭。他
說：「咁係繼續打魚，不過夠自
己食，留啲畀仔女嚐鮮就算，唔
會攞去賣。現在沒什麼魚了，魚
價也很貴，還是自己捉的魚最好
吃。」

伙叔對時代
的 變 化 很 感
慨：「以前避
風塘比現在寬
多了，從這裡
到洪聖廟都是
泥沙灘，海怡
半島還沒有什
麼人住。現在
避風塘兩岸都
變成公園，海
怡半島變成高尚住宅區，鴨脷洲
都越來越多高樓大廈，幾十年前
諗都唔敢諗（想都不敢想）」。

他表示，現在的衣食住行比以
前好很多。以前能有口飯吃，有
件補丁衣服遮羞就不錯了，過時
過節才捨得買點豬肉。現在人人
住高樓，上茶樓，去超市什麼食
品都買得到。政府給公屋、給津
貼，再無窮人。不過，他還是挺
懷念當年能打到很多魚的海上生
活，不太習慣海越來越窄，高樓
越來越多。
伙叔也對子孫們的生活憂心，

認為樓價那麼貴，後生仔怎麼買
得起？「想當年，有條船就有
家，就能娶妻生仔，開枝散
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避風塘「滄海桑田」老漁民衣食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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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南區旅遊資源豐富，又與市中心近在咫

尺，卻因交通條件限制一直未能長足發展。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認

為，回歸後南區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去年港鐵南港島線（東段）通車。

突破交通難樽頸後效果顯著，原工業區黃竹坑迅速向商貿、藝術中心蛻

變，海怡半島樓價飆升，海洋公園發展前景一片光明……南區迎來前所

未有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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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的旅遊資源極
為豐富。天然資源包

括12個優質海灘，4個毗鄰民居、佔據南
區大部分地區的郊野公園。人文方面，是
歐陸建築和文化，與漁民傳統及風俗保留
最完整的地方，且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
著名文學家、學者生活過的地方。回歸之
後，南區區議會和政府在開發南區旅遊資
源方面作出很多努力，如改建香港仔海濱
公園、開發香港仔避風塘旅遊、建立文學
徑紀念文學大師等，南區文化旅遊品牌日
益熠熠生輝。

漁民文化美食 吸引中外遊客
香港仔海濱公園1992年已落成啟用，風

吹雨打設施老舊。政府於2011年宣佈斥資2
億5,000萬元，將原有觀景台改建為大帆船
形狀的建築，加設多幅具透視效果的風
帆，作為海濱的地標、營造傳統漁港氣氛。
同時，加設舢舨坐椅、雕塑，建造木板人

行道，增設戶外表演場地及旅遊資訊中心，
介紹香港仔漁港歷史等，令香港仔海濱公園
成為南區已至全港地標性港式漁民文化公
園。並發展出乘坐傳統木漁船遊覽避風塘的
漁民文化旅遊項目，吸引大量中外遊客。
香港仔以前是一個典型的「漁民社會」，
高峰時期總人口的九成是漁民。香港仔至今

是本港漁民聚居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供
應本港逾70%的活海鮮。香港仔避風塘和鴨
脷洲保留濃郁漁民文化，已有243年歷史的
鴨脷洲洪聖古廟，每年洪聖誕均會舉行盛大
拜祭儀式。避風塘龍舟賽是本港漁民延續數
百年的傳統，漁民深信龍舟有靈性，龍舟賽
後會全年順境，身體健康。鴨脷洲是維持傳
統本地漁民飲食風味的好地方，不少食家專
程前往大快朵頤，在這裡能吃到按傳統方式
烹飪的鱔魚乾、炸魚皮、港式鹹香海鮮等。

「文學徑」欣賞緬懷5文化名家
南區還是新文化運動時張愛玲、胡適、蔡

元培、蕭紅及許地山5位文學家和學者生活
過的地方，他們都很喜歡這海天交匯的美麗
海島。南區區議會以小型工程撥款，建設
紀念地標，構築成一條「南區文學徑」，
讓遊人可以在這些海天一色的小徑上散
步，欣賞紀念文化大家的藝術品，安享歷
史文化與美景交織的特殊氛圍。
一年一度的南區旅遊文化節成功將人文與

天然旅遊資源相結合，舉辦豐富的旅遊項
目，包括鴨脷洲洪聖爺誕和南區大戲棚粵藝
巡禮、南區青年劇場體驗及外展社區藝術計
劃、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南區文學徑導賞
團、薄扶林村中秋火龍祭和海上漁民文化導
賞團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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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風光人文 旅遊資源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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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村中秋舞火龍。■胡適文學徑。

■世代打魚的伙叔
慨嘆南區變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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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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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南段開港鐵南段開
通通，，給南區帶來給南區帶來
巨大發展契機巨大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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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南港島線通車前港鐵南港島線通車前，，
香港仔隧道經常堵塞香港仔隧道經常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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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避風塘和兩岸海香港仔避風塘和兩岸海
濱公園成為市民和遊客喜濱公園成為市民和遊客喜
愛的休閒好去處愛的休閒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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