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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路

來到香港一年有餘，感受了香港潮濕多雨的春夏
氣候、多彩迷人的維港夜景、濃厚現代的商業氣息
以及多元包容的中西文化，但印象最深的還是頗有
特色的香港的路。

小時候看港劇，印在腦海中的往往都是這樣的畫
面：印着巨幅廣告的雙層大巴擦着屋宇周圍的巨大
招牌匆匆而過，紅綠小巴在窄窄的道路上迂迴穿
梭，小盒子一樣的的士從面前疾駛而去……而當它
們真切地展現在我的眼前時，我便覺得香港的道路
帶給我的驚訝遠遠超出我的想像。一年時間，去過
的地方不多，「蕩失路」的經歷卻不少：曾嚮往於
港大的風采而迷失在校園外的街道中，曾着迷於銅
鑼灣的繁華而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也曾執着
於維港的絢爛煙花而迷失在夜幕下的博覽道上。所
謂「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只

有用雙腳去丈量，才能體會香港道路的獨
特魅力。

香港是世界上道路交通密度較高的城市之一。由
於地少人多，加上經濟活動集中在市區，建築物分
佈密度相當高，交通流量不斷增加，地面交通、地
下交通、水面交通和海底隧道使得香港路網四通八
達。密密麻麻的道路包含的幾個之最讓人驚奇：最
長的行車道路是新界的青山公路，全長54公里；最
短的街是沙田的樂葵徑，全長僅有12米；最舊的道
路是水坑口街，為1841年開闢，是香港開埠以來的
第一條道路；而最新的油尖旺區博物館道，刊憲日
期為2019年5月31日，至今還不足兩個月。

香港道路的奇特還體現在它的名字上，簡直是包
羅萬象、五花八門，以至於每一條道路你都好奇地
想去追尋它命名的緣由，甚至忍不住都要羅列出來
以體現它的神奇。比如，有的以人名命名，如堅尼
地道、軒尼詩道、司徒拔道等；有的以內地城市命
名，如成都道、奉天街、湖南街等；有的以行業命
名，如金融街、體育道、帆船街等；有的以食品命
名，如水街、糖水道、通菜街等；有的以動植物命
名，如鳳凰台、孔雀道、紅棉路、冬青道等；有的
以數字命名，如第一街等；甚至還有的以天體命
名，如水星街、木星街等。了解了每一條道路的名

稱，就了解了一部分的香港歷史，也就對這座城市
有了更加豐富深入的認知。這種中西文化相互交
融、傳統現代的和諧共處亦成為香港特色的一部
分。

香港除了道路數量令人驚訝，命名方式讓人稱
奇，印象深刻的還有它的人性化。在香港，大部分
行車道都是兩車道，道路雖窄，但層次分明，隨處
可見過街天橋和地下通道，路標設置規範嚴謹、密
集緊湊、簡明易懂。放眼望去，過街天橋基本均配
備頂棚，為的是不讓行人被雨水打濕；幾乎每一座
天橋、地下通道均設置無障礙設施，為的是照顧行
動不便的老人和殘障人士；道路信號燈設置暖心、
合理，為的是讓人出行安全順暢且不願去「冒險」
闖燈等等，這些小的細節均處處體現了對人的尊重
和關愛。還有看似雜亂無章的街道，卻都相互接
連，記不清有多少次，在高德地圖都不足以「持續
為您導航」的困擾中，原以為「山窮水複」，轉個
彎卻就是「柳暗花明」。

4,000 多條大大小小的道路，使得香港四通八
達。而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走上了「一國兩
制」的道路。如何在這條前無古人的道路上行穩致

遠，沒有現成的經驗可鑒、沒有既定的模式可用，
需要大家共同探索，更需要全體香港同胞同心同向
同行。回歸祖國22年來，儘管期間香港的政治、經
濟、社會等各方面經歷不少變遷、起跌，但行進在
這條道路上，香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保持了
長期繁榮穩定。相信在祖國全力支持下，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香港同胞團結向前，香港必定能化解暫
時的危機，繼續沿着「一國兩制」的
康莊大道闊步前行。

社工部 田桂雨

■香港一級古蹟中環「石板街」。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每位長者都期望可安享晚
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東華三院
於去年底推行名為「修租易」
的先導計劃，為有意入住或已
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以租養
老」，協助其翻新、出租及管
理其閒置的舊式自置物業，並
運用出租物業的租金，入住較
有質素的安老院。
羅致光表示，政府多年前已

動用 10億元，委託房協推行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
劃」，為有需要而合資格的長
者自住業主，提供最高4萬元津
貼。其後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
公司推行的安老按揭計劃，讓
長者可藉按揭自住物業換取年
金，同時可持續於該自置物業
居住至終老。兩項措施的配
合，可解決長者面對物業裝修
及生活的經濟需要。

裝修再出租 租金解「錢荒」
但他指出，留意到另一類擁有

較舊物業而缺乏收入的長者，並
不適用於上述措施，因他們已遷
入安老院，原本居住的物業已不
再是自住物業。由於這些物業偏
舊，在私人物業巿場難以委託物
業公司管理，以致不少均空置，
這不但浪費樓宇資源，亦未能利
用物業為長者提供收入，還要白
交差餉。

他表示，長者其中一個選擇是
將物業賣出，惟因物業日久失
修，售價偏低，放盤並不符合其
最大利益。此外，一般舊樓的租
金回報率較新樓為高，故在財務
上的最佳安排，應是將物業裝修
好再出租，租金有助解決長者的
經濟需要，同時待物業重建時可
獲取其發展價值，這安排對長者
最好，故他開始尋找適合及有興
趣的非政府機構探討此概念，東
華三院是不二之選。
他解釋，東華三院既有提供安

老服務，同時設有物業管理的單
位，亦是香港的老字號，為大部
分長者認識。他遂權充中間人，
聯同東華三院約見社署署長，討
論能否運用獎券基金資助東華三
院推行「包租公」服務，之後的
過程他再沒有參與。
他透露，最近獲悉，東華三

院已於去年底獲獎券基金資
助，推行「修租易」先導計
劃，為有意入住或已入住安老
院舍的長者，處理其閒置的自
置物業，協助其翻新、出租及
管理等事宜，再運用其所得租
金，以支持他們入住較有質素
的安老院，達至「以租養老、
安享晚年」的目標。
由於這項服務剛剛開始，相

信鮮為人知，羅致光表明，要
代它的團隊來個「免費宣
傳」，日後的工作便要靠東華
三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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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的勝見真悟，今年是第二年來
港參展，他不諳中文，店舖裝飾都使

用大號標籤貼上試玩價錢，只是入店駐足的
人並不多。他對於今年生意遇冷的狀況非常
意外，因為去年動漫節收穫頗豐，兩年鮮明
的對比，讓這位不太了解香港情況的國際友
人叫苦連天，表示恐怕今年收不回本。

日動漫精品銷量較差
一間名為BigBoysToys的本港店舖亦有相
似苦惱，該店舖主要經營日本卡通手辦，負
責人表示今年入場人數相對還是較多，但並

未達到理想高峰，產品銷量亦屬平平。
他指，日前元朗的暴力衝擊事件，可能致

使入場人數減少，而且現在本港經濟環境較
差，對於動漫產業亦有負面影響，但他對前
景亦保持樂觀，認為暫時的經濟政治雙重低
迷不會對生意衝擊過大，「因為都是真心喜
愛這些周邊的人才會前來展會。」
經營魔卡少女櫻相關產品的Bushiroad店
舖負責人楊先生，則將生意表現一般的原
因歸結於市場波動和自身選品口味。他認

為，年輕人潮流變化很快，有時一樣產品
過去表現良好，未必能繼續取得好銷量，
今年雖然不是「旺年」，他亦能夠接受這
種幅度的上下波動，並表示對香港動漫電
玩業有信心。

漫威一枝獨秀 大排長龍
在一眾日漫店舖慘淡經營的同時，一家經

營漫威周邊的美漫店舖Hot Toys門口人頭
湧湧，一枝獨秀。該店負責人在首日開展時

稱，排隊人數較去年增加至少一倍，有過千
人排隊，首日排隊買限量模型要等六句鐘，
亦無損市民興致。踏入第三日買家亦是不減
熱情，引導排隊的售貨員指自己工作「完全
沒停過」，至傍晚六時許，尚有近百人排
隊。有顧客表示，漫威產品有粉絲市場，自
己買下來，將來可上網加價售賣，「有得
賺。」
雖然店主們有苦有樂，但大部分入場的市

民還是滿意而歸。Coser（角色扮演者）文

小姐和陳小姐都是展會的老玩家了，每年一
次聚會對於她們來說，既是展示自己，又是
結交同好的好時機。只是今年活動場地安排
有變，未像從前預留一塊專場給Coser們拍
照，令大家只能在場外攝影，引來不少
Coser抱怨。
中學生蔡同學和梁同學亦結伴前來，兩人

逛了半日，買了手辦、卡片等周邊產品。二
人笑言，父母不反對自己發展這類小愛好，
只是叮囑別花太多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

港動漫電玩節上周五開鑼，昨日踏

入第三日，不少參展玩具商均表示

近兩日人流較往年有所減少，生意

亦不如預期般火紅，推斷可能是受

近日接連的暴力衝擊所影響，甚至

可能有人選擇到元朗「行街」導致

一向人流較多的星期六入場者都大

減，有從日本遠道而來的展商對生

意遇冷不明就裡，大感意外。

市區更新不只是硬件的
改造，更重要是讓生活在
區內的市民感受到居住地
的獨特性和活力，推動社
區的長遠發展。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早
前聯同兩位參加「與香港同行」計劃的中學
生落區，參觀市建局位於中環鬧市的社區空
間「H6 CONET」，聽取市建局人員介紹此
更新項目如何結合地區特色，配合當區的人
文景觀，營造具特色的地區環境，增加市民
對社區的歸屬感。
「H6 CONET」佔地約2,600平方米，是
前土地發展公司開展中環中心項目時，劃作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用地。
前年市建局翻新及重新設計原有設施，並
加入「地方營造」概念元素，將設施塑造為
連繫社區、多元、共享的社區空間，設有綠
化及休憩地方，同時為社區團體及市民提供

籌辦各種不同活動的場地。H6 CONET每日
的訪客人數，由開幕初期每日約4,000多人
次，上升至目前逾8,000人次，增幅逾倍。

H6 CONET融入「中環人」生活
市建局總監區俊豪介紹說，H6 CONET位
處中環商業區，在重新規劃時融入便利行人
的空間設計，開通出入口，貫通毗鄰6條街
道，提升暢達性及步行空間。另外亦特別讓
藝術家繪畫多幅巨型壁畫，呈現6條街道的特
色和歷史，並在街道上豎立展板，敘述街道
的歷史，彰顯地區的獨特背景。
現時H6 CONET已融入「中環人」的生

活中。
參觀當日，不少市民在閒坐休息、吃午

餐、看電視、享用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等。
它同時亦為多間社會服務團體提供辦公

室，並設有不同大小的多用途活動室、展覽
及表演場地，讓機構或團體預訂，舉辦各類

社區活動。
由啟用至今，已舉辦逾80項文化藝術展

覽、音樂表演、工作坊等，展覽場地平均使
用率高達80%以上。
區俊豪又介紹市建局在發展重建項目時，

如何保育地區歷史文化，指市建局的市區更
新工作，由早期的「項目主導」，逐步邁向
「規劃主導」模式，即「先規劃、後項
目」，在考慮整體規劃佈局和公共空間的設
計時，先了解當區特色，以「地方營造」概
念活化社區，讓地區元素和歷史建築，得以
保育和傳承。
區俊豪說，重建發展不能像用橡皮擦般，

擦去所有東西，然後自己把東西放進去。
H6 CONET項目和中西區的更新過程，把
地區的歷史文化特色融入規劃之中，令
「新」與「舊」融合；亦靈活配置空間設
施，配合不同需要，凝聚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配合人文景觀 市區更新添活力

■■售賣日漫周邊產品的店主表示銷售售賣日漫周邊產品的店主表示銷售
平平平平，，未如預期未如預期。。 ■■日本友人參展店舖日本友人參展店舖，，負責人表示今年生意遠不如去年負責人表示今年生意遠不如去年。。

■■資深資深Coser(Coser(左左
起起))陳小姐及文小陳小姐及文小
姐指未像從前般姐指未像從前般
預留一塊專場給預留一塊專場給
CoserCoser們拍照們拍照。。

▲嘉咸街上的百年露天小販市集是中環
重要的地區特色。 網誌圖片

▶區俊豪（左二）說，市區更新工作以「先規劃、後項目」的模式來進行。 網誌圖片

▲H6 CONET內有多幅巨型壁畫，呈現多
條街道的特色和歷史。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	
�4B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