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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責任編輯：簡 旼

農業園第一期簡介
面積：約11公頃，當中約7公頃為農地
生產量：估計每年可生產約340公噸蔬菜
設施：儲水池、道路、約40間臨時性留宿設施及80

間農耕貯物設施
工程造價：估計約為1.766億元
預計完工日期：2020年第四季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明日大嶼願景」初步估算造價為6,240億
元，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表示，有關造價雖
然未計及通脹，但賣地收益亦將隨通脹而「水
漲船高」，成本效益更高。他又重申，過去
10年價值逾3,000萬元的工務工程僅10%項目
出現超支，政府有信心控制好工程成本。

黃偉綸指出，「明嶼願景」採用運輸基建
先行的方式。為配合交椅洲人工島發展，計
劃按次序推出全新的策略性道路及鐵路網
絡，貫通人工島、香港島、大嶼山及屯門沿
海地帶，並透過新增運輸網絡釋放土地發展
潛力。政府不排除部分土地以鐵路加住宅模

式發展收回成本，並考慮發債券集資。

黃偉綸料可控制工程成本
過去10年價值逾3,000萬元的工務工程當

中，約10%項目出現超支，通脹是其中一個
超支原因，但黃偉綸強調，政府有信心控制
好工程成本，又認為建築成本上升的同時，
土地價格亦會「水漲船高」，且地價的升幅
往往比一般通脹升得高，有信心「明日大
嶼」不會令庫房掏空或「一貧如洗」，以目

前政府的財力評估，局方花費約6,000億元填
海是「可以負擔」。
政府未來將向立法會申請約5億多元撥

款，進行填海規劃及工程研究，需時約42個
月，完成研究後會有以付款當日計的造價估
算。
香港公屋聯會認為，港府提出的估算，在

財務上未如坊間所說的「倒錢落海」，釋除
了部分社會人士的疑慮，但促請港府部門必
須嚴緊把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明嶼」賣地收益 隨通脹「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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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當國歌響起

小時候，四年一屆的暑期盛事，就是跟家人一起
看奧運會比賽。當各國運動員奪得金牌，《義勇軍
進行曲》、《星條旗》、《馬賽曲》……的旋律在
賽場響起，現場的中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無
不歡呼雀躍甚至熱淚盈眶。那一刻，所有人都為自
己的祖國感到驕傲和自豪。

可是，三年前當我剛來香港的時候，卻吃驚地聽
說，在足球比賽中，有人噓國歌！隨後，我又從電
視裡看到，居然有候任立法會議員在本應莊嚴肅穆
的宣誓場合故意侮辱國家。我對有這樣的見聞，實
在感到很不解、很痛心。正所謂人有人格、國有國
格，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人格尊嚴都不懂得尊重、
一國公民連自己國家的國格尊嚴都不懂得尊重，那
麼其他關於文明社會的種種規則，正義、民主、自
由、法治……又都從何談起呢？！

有的人言必稱英美，那麼我們來看看
美國是怎麼做的：

美國多數州的學校都在上課前預留時間，供學生完
成「效忠宣誓」，即向美國和美國國旗表達忠誠。
2017年10月2日，德州溫芬高中女生India Landry在
校長辦公室聽到效忠宣誓的廣播，卻沒有起立，校
長說：「站起來，不然你會被開除。」女生依然坐
着不動，然後她就真的被開除了。女生的母親隨後
將校長告上法庭，結果是2018年9月25日，德州司
法部長Ken Paxton公開表示支持學校的做法，並強
調「背誦誓言，可以培養學生對我們國旗的尊重，
以及對國家的熱愛」。看，這就是美國的做法！

有的人言必稱香港有自由傳統，但自由，絕不是
無底線無原則的，如果不論觀念是否合理合法，都
可以打着「自由」的旗號大行其道，那麼是不是一
些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的煽動言論，都可以在
「言論自由」的幌子下，堂而皇之行諸於世呢？其
實多年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的另一種傳統：
那是李小龍在《精武門》中憑着無可爭辯的實力打
贏對手，踢碎「東亞病夫」牌匾，昂首挺立；那是
香港無綫電視台1983版《射鵰英雄傳》中，成吉思
汗想用郭靖的母親要挾郭靖效忠蒙古部落、助其侵
略南宋，母親李萍用放棄生命的壯烈之舉告訴兒

子，決不能背叛祖國；那是許鞍華導演在

電影《明月幾時有》中，用深情的口吻講述老一輩
香港人如何為保衛家園，與兇殘的侵略者抗爭，奉
獻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

對國歌、國旗和國家這樣的重大問題，香港許多
有識之士一直都在深入思考和積極行動，以身作則
並對身邊的年輕人言傳身教。曾經，在報章上看到
大律師湯家驊先生撰文說，「假如國家不能統一，
國非國、家非家，我們也只是另一流亡民族罷了。
所以我們不會輕易忘記歷史的教訓。」曾經，香港
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先生面對學生不尊重國歌
的行為，義正辭嚴地教育學生：「由我們（學校）
成立第一日開始，就掛五星紅旗，唱國歌《義勇軍
進行曲》，因為這件事，受盡殖民政府打壓，資助
被取消、校址被收回，也從未妥協、從無放棄愛國
立場！」前不久舉行的2019英式橄欖球世界盃資格
賽，在中國香港隊與肯雅隊的比賽上，16名中國香
港隊隊員中有15張「洋面孔」，開賽前全體隊員齊
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更是令聽者無不動容。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的《國史
大綱》序言，講得更深刻、更透徹：「當信任何一
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
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
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賓四先生50
年前寫下的這段話，今時今日讀來，仍然振聾發
聵。多學點歷史，城市的歷史、國家的歷史、世界
的歷史，才會明白自己從哪裡來，也才能更清楚地
思考自己向何處去，不論一人、一城、一國，皆如
此。

親愛的朋友們，當國歌響起，你
們會做些什麼呢？

社工部 朱穎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向立法會工務小組
提交文件，就農業園第一期工程撥

款展開申請程序，局方估計佔地11公頃
的第一期農業園工程需要約1.766億元用
於土地平整、興建道路及基本留宿和農
耕貯物等基礎建設。同時，政府估計收
地的開支需要逾5億元。
漁護署助理署長馬惠忠昨日介紹，農

業園第一期預料可以容納約30個農戶，
受今次工程影響的16戶農戶日後可以優
先租用，之後會讓新界東北等其他受政
府發展計劃影響而要遷出的農戶租用，
再有剩餘農地則會公開招標，申請人需
要提交發展計劃書，並由跨界別人士組
成的諮詢小組挑選租戶。

不以「價高者得」作審批原則
諮詢小組預計在今年底組成，政府現

階段暫未訂出計分制指標，但馬惠忠透
露技術水平、耕種經驗、是否採用可持
續生產方法等均屬考慮因素，他強調小
組不會以「價高者得」作審批原則。
他表示，農業園的租約為期5年，政府
早前進行過市場調查，初步計劃將租金水
平訂於每斗種、即675平方米為每年
1,000元租金，其間會按通脹調整租金。
農戶日後在農業園內將有更穩定的生

產環境、現代化科技及灌溉設施，漁護

署相信項目對農戶有一定吸引力，但該
署亦計劃為園內農戶訂出生產指標，作
為租約期滿後是否續約的參考因素之
一。
不過，馬惠忠指，漁護署傾向將指標

訂得較寬鬆，只要農戶有心耕種不難達
標，並指漁護署會有監察，如果農戶遇
上蟲害及技術等問題，該署可以提供協
助。

提供臨時性留宿設施
農業園內亦有貯物及暫住的地方供農

戶租用，但就仍然未能滿足農戶「耕住
合一」的期望。馬惠忠解釋，漁護署期
望可以將園內土地用於耕作，但指園內
亦會提供40間每間面積15平方米的臨時
性留宿設施，提供電力、食水、基本煮
食、衛生等設備，方便農戶進行農務工
作。
農業園計劃預計下星期提交立法會工務

小組審議，之後提交財委會申請撥款，最
快今年第三季動工，第一期工程最快明年
第四季分階段完成，漁護署預料第一階段
可提供約11公頃土地，其中7公頃是農
地，每年生產約340公噸蔬菜。
當整個佔地80公頃的農業園陸續完工

後，每年可生產約4,000公噸蔬菜，令本
港的蔬菜總體產量可提升約五分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本
港農業式微，整體食物供應超過90%靠進口，本

地生產的新鮮蔬果只佔總供應約1%。政府期望透過農業園
振興本地農業發展，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向香港文匯

報透露，政府現時提出的農業園計劃雖然並不盡如人意，但已起帶頭作
用，而16個受第一期農業園計劃影響的農戶大部分均已經同意安置及賠償。
何俊賢指出，農戶現時向私人地主租地耕作除了要面對地主瘋狂加租外，亦

難以確定農地可以持久使用，令農民不願投資於農田上，「有地主每次只是續租兩
個月，方便隨時有其他發展計劃時，即時改變土地用途，農民無所適從。」他相信，
如果農戶日後直接向政府租地，會有更大意慾投資，嘗試新的耕種方法。

長春社認同參考生產指標續約
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表示對農業園未能做到「耕
住合一」的關注，他指自己並非要求在園內劃出大片土地供農戶居住，但指農戶一直
的工作模式均是住在農田附近，以方便工作，認為政府現時提供的臨時留宿設施並
不能解決農戶有關需要。
另外，政府又計劃為農戶訂出生產指標作為日後是否續約的考慮因素之
一，吳希文表示認同有關做法，相信可以確保農業園並非作為休閒農場
用途。

不過，他期望政府日後可以人性化處理未達標的農戶租
約問題，不希望有農戶因為天氣影響收成，而未

能留在園內繼續耕作。

■香港中學生高唱國歌。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為扶助本港的農業發展，政府計劃

在上水古洞南的蕉徑分階段興建佔地約80公頃的農業園。首期工程

則涉及11公頃，預計下星期將項目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審議，之後

再向財委會申請1.766億元撥款，政府估計收地涉及逾5億元，最快

明年第四季完工。漁農自然護理署指，首期農地投產後每年可以生產

約340公噸蔬菜，而整個農業園建成後更可令本港蔬菜總產量提升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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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在古洞設立農業園政府將在古洞設立農業園，，估計每年生產約估計每年生產約340340公噸蔬菜公噸蔬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惠忠(左二)指，漁護署會為租戶提供
技術援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