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蘭發：香港要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冀握大勢抓機遇展所長 積極主動配合國家所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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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蘭發當日應邀出席港九電器商聯會
50周年會慶暨會員聯歡大會，特區

政府有關官員、立法會批發零售界議
員、香港主要電器商代表等共約350餘人
出席活動。黃蘭發在致辭中代表中聯辦
對港九電器商聯會表示肯定和祝賀，並
重點圍繞全國兩會的主要成果、習近平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中央對香港的關心
重視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面臨的重大機
遇等，對兩會精神進行了深入解讀。

修憲實現國家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黃蘭發指出，剛剛落幕的全國兩會是十九
大後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會
議以歷史性的最高票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
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載入國家根本法，實現了國家指導思想的與
時俱進；審議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重
要報告，明確了今年各項工作的主要任務和
具體部署；審議批准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實現了對國家機構體系的重塑，開啟了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
變革；審議通過了監察法，為構建集中統
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制提供了有力法
治保障。
會議選舉產生的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

員，結構更加優化、活力更為增強，為新時
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
組織保證。在人大閉幕會上，習近平主席發
表了重要講話，用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
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深刻詮
釋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全面部

署了新時代新征程的大政方針。我們都為自
己身為中華兒女而深感光榮，為能夠親身參
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倍感自
豪！

中央高度重視港在國家發展的角色
黃蘭發強調，中央一直心繫香港同胞、

牽掛香港發展。從習近平主席去年「七
一」剛抵達香港機場就深情地說「香港發
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到十九大報告把
「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列
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再到這次兩會政府
工作報告重申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特別是習主席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
時，明確要求廣東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的重大機遇，加快推進工作，加強協調配
合，合力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一流灣
區和世界級的城市群；在人大閉幕會上，
習主席明確表示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這些都充分表明，中央高度重
視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角色，也為香
港發展指明了清晰路向。
當前，中國發展進入了新時代，香港發
展也迎來了歷史性的新機遇。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即將公佈，港珠澳大橋即將啟
用，廣深港高鐵即將通車，中央還將出台

更多便利港澳同胞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為港人帶來更多方便和實惠，為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可以說，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是恰逢其時、
大勢所趨。希望香港把握大勢、抓住機
遇、發揮所長，積極主動配合國家所需，
把國家的支持轉化為發展的動力，與國家
同發展、共繁榮。
港九電器商聯會會長李子良、主席蒙德

揚，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批發零售界選委李
應生、孫大倫等嘉賓就全國兩會有關情況進
行了交流，認為這次兩會議題重大，事關國
家長治久安，對香港未來發展也具有重要的
指導意義。

工程特點
範圍

■重建和修復一段由蒲崗村道至太子道東，長
1.1公里的啟德河

■沿黃大仙警署至東泰里的彩虹道地底建造一
條長400米的箱形暗渠

■進行河道活化工程及附屬改善工程，包括優
化旱季污水截流設施

■重置河道內公共設施

特色

■提升啟德河排洪能力1倍至1.5倍，可抵禦
200年一遇的暴雨

■加入園景美化和生態元素，將啟德河活化成
首條「市區綠化河道走廊」，包括在河壁設
置仿石、在河床設置種植槽，河床旁邊加設
魚洞穴及仿導流板等

■保留啟德河沿岸有70年歷史的石牆

動工日期：2011年10月起分階段展開

預計完工日期：2018年4月

核准工程預算費：約29億港元

資料來源：渠務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渠務署昨日
表示，預計今年全年降雨量將維持在正常至偏
少，但全年會有5個至8個熱帶氣旋靠近香
港，署方會加強水浸黑點工作。另外，渠務署
今年會再剔除1個在大埔洞梓路的水浸黑點，
將全港黑點減至6個。
渠務署署長唐嘉鴻表示，預計今年全年降雨

量將維持在正常至偏少，約1,900毫米至2,500
毫米。全年會有5個至8個熱帶氣旋靠近香
港，數目屬正常至偏多，風季有機會在6月或
之前開始。

渠署：大埔洞梓路「除黑」
他表示，渠務署今年會再剔除1個在大埔洞

梓路的水浸黑點，令全港黑點減至6個，當中
大埔汀角路及灣仔摩理臣山道與立德里交界兩
個黑點已完成改善工程，正在監察之中。餘下
4個黑點的第一階段改善工程已啟動，包括大
埔林村谷盆地、元朗新田石湖圍、南區薄扶林
村及尖沙咀漆咸道南。
他表示，渠務署會加強水浸黑點工作，聯同

相關部門檢查集水溝、雨水入水口、排水渠及
水道，並設有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處理突發情
況，以及採取緊急措施紓緩水浸風險。
他又說，渠務署又會分階段推行風險為本的

修復老化渠道計劃，在未來數年分階段全面勘
查總長約250公里及修復總長約110公里的高

風險渠管，而九龍、沙田及西貢污水幹渠道修復工程，
亦已於今年1月動工，預計在2022年完成。署方估計未
來15年，每年修復工程平均支出為5億至6億元。

沙田岩洞工程料需時11年
另外，渠務署計劃將沙田的污水處理廠搬至附近女

婆山岩洞，以騰出28公頃土地作其他用途。唐嘉鴻表
示，岩洞工程會分五個階段推行，首階段工程預計需
20億元，整個工程需時約11年，署方爭取在今年內，
為首階段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若過程順利，預計
可於2019年開展，並於2022年完成首階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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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政府在2011年起展開啟德河改善工
程，包括由渠務署重建和修復長
1.1公里河段，並加入園景美化和
生態元素，將啟德河活化成首條
「市區綠化河道走廊」。渠務署指
出，預料啟德河改善工程在四月份
完成後，防洪能力將提升1倍至1.5
倍，可抵禦200年一遇的大雨。
渠務署署長唐嘉鴻昨日表示，啟
德河接收來自慈雲山及鑽石山一帶
超過10多立方公里的雨水，等同50
多個標準泳池，在2008年一場黑色
暴雨後，整條彩虹道發生水浸，署
方遂於2010年開始與公眾共議討論
防洪措施，並於2011年10月起分階
段展開改善工程。
他指出，啟德河改善工程以「排
洪為先」，盡量不會覆蓋河面，並
透過加入園景美化和生態元素，將
啟德河活化成首條「市區綠化河道
走廊」。工程包括透過挖深河道加
強排洪能力，以及在沿黃大仙警署
至東泰里的彩虹道地底，建造一條
長400米、高6米、闊3.2米的箱形

暗渠，這些工程預計會在4月份大
致完成，屆時防洪能力將提升1倍
至1.5倍，可抵禦200年一遇的大
雨。

河岸種杜鵑 河堤留古牆
唐嘉鴻又說，啟德河的綠化工

作，亦會在今年內完工，署方與區
議會商討後，決定在啟德河兩岸八
成地方種植簕杜鵑，並在河床較闊
的地方設置水生種植槽，栽種水
葱、紅樹等較能抵禦洪水的植物，
河內亦設有仿石供魚兒棲息。
至於河堤上面擁有70年歷史的深

色石牆，亦特別予以保留。他指
出，渠務署在優化旱季節流設施及
與環保署合作阻止非法污水排放
後，水質問題已大大改善。

設觀台賞景 黃昏白鷺飛
不過，他指大雨下啟德河的水位

每8分鐘可上升一米，考慮到安全
問題，公眾人士不能進入河畔範
圍，渠務署將會在河岸設4個觀景
點，包括長40米闊3米的觀景台，

供市民欣賞河岸景色。他又提到，
每日黃昏約4時至5時會有小白鷺
飛至啟德河，形容是啟德河的吉祥
物。
對於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有地盤工人用挖土機在啟德明渠
挖起河床的鮮魚，唐嘉鴻回應解
釋，明渠內一直有魚，工程開展
前生態研究顯示約有7種魚。由於
工程涉及抽乾明渠，工人一般會
用網將魚運至有水的河道。
他又說有釣客在啟德河釣魚，

但自己並非魚類專家，不清楚有
關魚類品種能否食用。
另外，渠務署在2015年12月開

展「活化水體顧問研究」，預計
在2018年底大致完成，並進行諮
詢。署方初步篩選45條河段，再
就環保、社會及經濟效益三方面
進行精細檢視和評估，初步研究
結果顯示，大圍明渠、火炭明
渠、屯門河中游及佐敦谷明渠等
具有活化潛力，署方爭取在明年
為活化項目立項，期望在立項後5
年內施工。

活化下月竣工 啟德河美如畫

■港九電器商聯會50周年會慶暨會員聯歡大會賓主合照。

■黃蘭發在港九電器商聯會50周年會慶暨會員聯歡大會上致
辭。

◀改善工程加入園景美化和生態元素，將啟德河活化成首條「市區
綠化河道走廊」，包括在河兩岸八成地方種植簕杜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唐嘉鴻表示，署方會在啟德河河床較闊的地方設置水生種植槽，
栽種水蔥、紅樹等較能抵禦洪水的植物。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渠務署經初步研究後，認為大圍明渠、火炭明渠、屯
門河中遊及佐敦谷明渠等具有活化潛力。圖為大圍明渠
活化構想圖。 渠務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