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景展望
從化馬場現已全面投入運作，

自7月 12日首批現役賽駒抵埗起
至8月24日，已有127匹賽駒進
駐從化。從化馬場與沙田馬場組
成了兩地雙向營運模式，而後者
依然是香港賽駒的主要基地。
馬場位處無規定馬屬動物疫病

區內，令香港賽駒不論在沙田馬
場或從化馬場受訓，其健康狀況
均獲確認為相同，可以順利往返
兩地。
馬會多年來鼎力支持內地的馬

運，尤其是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
會及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馬術賽
事。從化馬場正式開幕後，可展
示速度馬術運動，屆時從化將會
是內地唯一能夠觀賞世界級賽駒展
示實力的地方。
展望未來，從化馬場將會支持

內地馬術產業的發展，推動經濟
和就業機會。
葉博士表示：「我們相信，從化

馬場具潛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和整
個內地馬術產業的發展。大灣區

已經擁有必要的馬術基建項目，
包括從化馬場、無疫區和黃村訓
練中心；馬會也會利用我們世界
級的專業知識及人才，提供全面
支援。」

馬會在從化興建的
世界級訓練設施，進一
步提高香港賽馬運動水
平。

從化馬場是內地首個世界級馬
場及純種馬匹訓練中心。馬

場的開幕象徵著香港的世界級賽馬
運動踏進一個重要的新時代。

經過多年的投入與付出，從化
馬場圓滿竣工，標誌著香港賽馬締
造另一成功歷史，昂然邁向新里程。

從化馬場於8月28日正式開幕，
超過 500 位貴賓蒞臨開幕典禮，主
禮嘉賓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宋
哲；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建
華；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致辭時表
示：「香港賽馬會是全球速度馬術
運動的領導機構，從化馬場優秀的
設施將有助馬會更上層樓。從化
馬場擁有優秀的馬匹訓練及護理設
施，包括內地首間世界級馬醫院；
加上從化區高水平的生態環境、空
氣和水質都非常優良，是訓練馬匹
最理想的地方。」

葉博士說：「馬會衷心感謝中央
政府、廣東省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支
持，以及各級政策局、部門和檢
測機關，為從化馬場作出了重大貢
獻。」

陳建華主任及陳肇始局長祝賀從
化馬場圓滿開幕和啟用。陳主任表
示從化馬場的開幕為廣州與香港深
化馬產業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陳局長指從化馬場的成立將會成為
大灣區建設另一個成功例子。

開幕典禮上，六匹駿馬在草地
跑道上馳騁，充分展現了從化馬場
項目眾志成城、竭誠合作的成果。

■從化馬場設有四條跑道，包括一條長1,100米的登山跑道，有助訓練賽駒增強體力與耐力。

■一眾主禮嘉賓為從化馬場的開幕典禮主禮：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中）；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宋哲（左
11）；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建華（左 9）；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右 11）；
馬會副主席周永健（左10）；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右10） ；馬會董事及其他嘉賓。

■馬場共有
20 個放草休
養區，可供
馬匹休養生
息。

■香港騎師
策騎駿馬在
草地跑道上
馳騁，衝過
勝利拱門。

儘管香港現時只有 1,200 匹賽
駒，佔全球數量0.7%，加上本港
沒有育馬業，但香港賽馬依然佔
據全球領導地位。
從化馬場的優秀設施和訓練環

境將有助馬會進一步提升其世界級
賽馬水平。
馬場佔地150 公頃，可容納超

過660匹現役賽駒。馬場設有四條
跑道，當中包括一條香港及內地

首設的1,100米登山跑道，有助練
馬師增強馬匹的體力與耐力。
與此同時，從化馬場備有一隊

國際性的賽事及獸醫專業團隊。
為了更妥善照料馬匹，馬場也設
有設備完善的馬醫院及馬鐵匠房，
比香港現有的同類設施更大。
同樣重要的是，從化馬場啟用

後，可以讓馬會展開沙田馬場翻
新工程。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在開幕
典禮上致辭。

致力發展世界級賽馬

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
香港世界級賽馬邁進新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本港

大學陸續舉行開學典禮，迎接新

生。首次主禮香港大學開學禮的新

任校長張翔，在開學禮上笑說自己

也是港大「新生」，鼓勵學生要有

創新精神，突破固有框架，更希望

學生不只追求學術上有出色成績和

着眼事業發展，更要多關心世界、

看得更遠。

張翔勉港大生敢創新看更遠
笑稱自己也是「新生」囑勿只埋首學術要關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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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昨日有超過1,300名新生出席典禮。
除了張翔，首席副校長譚廣亨，副校

長康諾恩、區潔芳、高為元、賀子森、何立
仁，港大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龍應台，學
生事務長梁若芊等擔任主禮嘉賓。
張翔在致辭時勉勵同學把握大學提供的豐
富多元的機會，擴闊自己的興趣，勇敢作大
設想，擁抱新知，發掘新思想，發揮創新精
神，力求在社會發揮影響力，令世界變得更
美好。
他指出，在二十一世紀，世界充滿各種重
大挑戰，包括能源短缺、房屋問題、貧窮問
題等，希望同學多思考將要繼承、生活的世
界的未來如何發展。
張翔強調，不要只着眼於事業發展，而要
思考大學生活可做的事，並鼓勵學生報名參
加交流生計劃，走出自己的「舒適區」。
他分享道，自己六七歲跟父親踏單車時，

遇上狂風暴雨，身為歷史老師的父親告訴

他，如果未來有人可將閃電轉化成電源，可
造福社會，張翔深受啟發。
張翔又強調非常重視與學生的溝通，上任

初期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與不同學生組織代表
見面，也會聆聽學生意見。

港大建築學院學生張同學認為，新校長張
翔作風開放、坦誠，直言對校長印象「幾
好」。法律學院新生龍同學則表示，校長主
動參與新生茶敘，又和同學打招呼，表現親
切。

張仁良盼教大生「走出去」
此外，教育大學昨日亦舉行開學活動，歡

迎超過1,700名修讀榮譽學士及其他課程的
學生，及超過900名非本地研究生及交流

生。非本地新生來自澳洲、奧地利、丹麥、
芬蘭、法國等，場面熱鬧。
教大校長張仁良在致辭時鼓勵新生把握海

外學習的機會，擴闊視野，探索異國文化，
擁抱大千世界。

經民聯倡灣區建「青年村」利港青北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陸續公佈多項便利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
就業和生活政策措施，經民聯昨日提出
14項跟進建議，包括建議兩地政府在深
圳、廣州和佛山等地共建「青年村」，
推出升級版的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及
擴大專業資格互認以方便香港專才北上
發展等。
其他建議包括：推動香港「數碼個人

身份」（eID）與大灣區互聯互通；適當
放寬港人在大灣區買樓及按揭限制；在
大灣區內為港人提供稅務優惠；配合大
灣區發展，增加24小時通關口岸；將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升級；免
除手機通訊漫遊費用；簡化港人開立內
地銀行戶口的手續和開戶認證服務，放
寬港人每日攜帶2萬元人民幣入境限制；
允許香港電子錢包在粵港澳大灣區內使
用；打造大灣區金融合作平台；擴大香
港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為長居內地
的香港長者提供交通津貼；適度增加兩
地車牌配額。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昨日與傳媒茶敘

時表示，經民聯提出的建議主要因應大
灣區及國家政策的新發展，在灣區為符
合條件的香港青年提供租金較低廉的住

屋。
他指，有關居所「唔單止係宿舍」，

更可配合創業中心發展，單在佛山等地
都已經有相關的設施。
至於租金的計算方式，他指，「青年

村」並非用作長期居所，主要是配合青
年工作發展，故應當是「Very Afford-
able」的，博士生甚至可以免費。
除了居住問題外，港人考慮是否返回

內地工作的另一個關注點，就是內地的
稅務安排。林健鋒指出，稅務安排屬國
家的政策，倘要求放寬跨境稅務安排的
183天豁免原則較為困難，但認為可參考

前海及橫琴，通過補貼方式，拉近兩地
的繳稅差異，「係咪我哋都可以先行先
試，或將優惠擴大到大灣區呢？」

建議擴專業資格互認
針對專業互認的問題，經民聯主席盧

偉國指出，內地有關部門對擴大專業互
認的反應較正面。目前，內地和香港根
據CEPA簽署的補充協議，推行港人參與
內地33個行業的專業資格互認，但仍有
不少行業在互認上存在障礙。由於互認
條款較複雜，他認為內地相關部門與特
區政府應在CEPA的框架下進一步探討。

■■教大昨日舉行開學教大昨日舉行開學
活動活動。。 教大供圖教大供圖

■■港大昨日舉辦開學港大昨日舉辦開學
禮禮。。 港大供圖港大供圖

■經民聯提出新一輪大灣區建設14項跟進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