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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有成

香港特区政府曾在 2013 年发表
《香港资源循环蓝图 2013—2022》，通
过政策法规、社会动员和投资基建设
施三大范畴，提出多项措施，以达到

“惜物、减废”的目标。除了落实都市
固体废物收费的条例草案正在立法会
审议外，其余行动已全部落实并取得
进展，更额外推出多项措施。8 年过
去，香港市民也更加了解减废回收、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建立减废
又减碳的绿色生活文化。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说，承接 2013年发表的蓝图以及过去
众多减废回收工作，我们需要制定因
时制宜的废物管理长远策略。面对外
围回收市场逆转、废物弃置量仍未下
降以及香港土地资源紧绌等挑战，我
们需要加大力度推动全民减废，实现
更具规模的减废回收，进一步把废物
资源化。这不但有助于建设循环经
济，更可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有助于
减碳以应对气候变化。

据黄锦星介绍，《香港资源循环蓝

图 2035》 有中期和长期两项目标。中
期目标是通过推行都市固体废物收
费，把都市固体废物的人均弃置量逐
步减少40%至45%，同时把回收率提升
至约 55%。长期目标是发展充足的转
废为能设施，长远摆脱依赖堆填区直
接处置废物，在 2035 年达到“零堆
填”目标，争取在 2050年前实现碳中
和的方向。

多措并举

黄锦星说，为达到目标，特区政
府会推进六大主要行动，包括全民减
废、分类回收、资源循环、支援业
界、协同创新及教育推广，引领各项
政策及措施的推进，建设循环经济及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环境。垃圾征费会
是达到蓝图目标的重中之重，但由于
垃圾征费尚未立法并存在一定挑战，
尚未就蓝图中期目标制定时间表。

环境局环保署从去年起，以合约
形式委聘非营利机构，在全港 18区设
立 22 个“回收便利点”。位于九龙城
的便利点近来开放给市民使用，接收
不少于 8 种废物，包括废纸、金属、

塑胶、充电池等。回收物经过筛选
后，将运送至合适的下游回收商，再
作后续处理。

环保署目前在各区设立 9 个“回
收环保站”、22个“回收便利点”和上
百个“回收流动点”，组成全新的“绿
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回收便利
点”以商铺模式营运，自推出后短短3
个多月已接待超过 5 万人次，而新设
的“绿绿赏”电子积分计划也已有接
近 3 万家庭或个人会员。为响应特区
政府增加就业的号召，环境局在“绿在
区区”开设约 100 个临时职位，为有志
于从事环保事业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为更有效地将废物资源化，构建
循环经济，特区政府会担当更加积极
的角色，进一步推动多项政策法规，
也会为回收业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并提升当地转废为材、转废为能的能
力，适时建立所需基建设施，缔造更
可持续、更低碳的废物处理方式，以
迈向“零废堆填”的长远目标。

落地生根

林郑月娥说，减碳和减废是全球

大势所趋，特区政府一直多管齐下，
针对不同物料推广源头减废及干净回
收。近来两次到访环保署辖下不同的
回收设施，看到有关部门通过创新和
善用科技，配合提升市民的减废意
识，扩大小区回收网络和地区回收服
务，达到转废为能、转废为材的目
标，相信近年一系列措施可以“落地
生根”，加强鼓励小区干净回收，培养
大众的绿色生活习惯。

位于大屿山小蚝湾的有机资源回
收中心是香港首个将厨余转为电能的
地方，该中心采用先进的生物科技，
将厨余转化为生物气用作发电。位于
屯门的污泥处理工厂也是转废为能的
典范。该厂每天 2000吨的处理量可应
付全港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还可
供公众预约参观，通过休闲和教育设
施，体验香港绿色文化。

环境局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机遇下，香港也可与其他大湾区城
市交流发展“无废城市”，探索发展区
域性“循环经济”的空间，包括采纳
创新、环保及低碳的发展模式，引导
工业界在生产工序中采用更环保的设
计、更清洁的生产过程。

建设循环经济，打造绿色生活环境——

香港绘制资源循环新蓝图
本报记者 张 盼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近日公

布《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以

“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

为愿景，提出中期和长期减少都

市固体废物目标，争取在2035年

实现“零堆填”。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说：“我在2020年施政报告中宣

布，香港将致力于2050年前实现

碳中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环

境局须持续实施减碳和减废等环

保措施，包括加大力度在各区推

动减废回收，并建设转废为能的

先进设施，进一步把废物资源

化。特区政府各部门将全力支持

环境局推动《香港资源循环蓝图

2035》，这些工作更需要社会各

界的支持。”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魏蒙）
珠海、澳门医疗机构近日在珠海举
行“珠澳医疗共融，建设健康湾
区”签约仪式。从互聘专家出发，
双方将在医疗服务同质化、人才队
伍同城化、学科建设协同化、健康
城市共建、医药产业交互促进、健
康文化交融等六方面，推动珠澳两
地医疗服务深度融合。

根 据 两 地 签 订 的 战 略 合 作 协
议，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将与
澳门镜湖医院建立医科教研多层面
合作机制，推动医疗合作创新改
革。包括互聘专家作为特聘专家顾
问，互认临床教学培训基地，探索
医疗保健及康养产业、珠澳医护跨
境执业的新模式，构建国际化区域
医疗中心等。

此外，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将作为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护理学
学士学位课程及临床实习基地，联
合培养护理专业人才、养老专业人
才、临床带教老师，推动珠海在职
护士报考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护理硕
士班，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珠澳
联合养老模式。

澳门镜湖慈善会理事长刘永诚
说：“澳门体量较小，病例也较少，
通过与规模较大、医疗设备等硬件
条件也很先进的珠海医院建立合作
关系，能让更多的澳门年轻医生有
机会来珠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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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周颖）
广州市政府近日公布，1.38 万名港
澳居民在广州参加养老保险，2.3万
名港澳学生同等享有当地医疗保险。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介绍，过去一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进展。当
前广州已认可港澳 32 个工种职业资
格，与香港互认建筑领域职业资格 6
项；建成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基地44
个，入驻团队超过600个。1.38万名港
澳居民在广州参加养老保险，2.3 万
名港澳学生同等享有医疗保险。香港
赛马会从化马场投入运营。

来粤未就业港澳居民参加当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便利港澳居
民购房政策……近年来，一系列政策
逐步实施，为港澳居民在粤生活、就
业创造便利。温国辉表示，接下来广
州将继续推进穗港澳深度合作，规
划建设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南
沙至珠海（中山）城际等项目，实施
大湾区城际与地铁一体化运营；加
快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
设，支持南沙率先建设内地与港澳
规则衔接示范基地；完善广深港、广
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布局，推进粤港
澳联合实验室建设，创建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广州创新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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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台湾青年放弃眼前的
“小确幸”到大陆打拼，选择各地海峡两
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作为职业生涯起
点。在长三角地区，多家青创基地正探索
采用“联盟”方式，助力台青大陆逐梦。

2015 年以来，国务院台办相继在大
陆各地批准设立逾 70 个海峡两岸青年就
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涵盖园区、学
校、创业孵化器、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
类平台，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桥梁，
也成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就业、创
业的重要载体。

由台湾企业家投资、两岸服务团队
共同打造的“台青创客家”，专注于为台
湾文创青年提供创新创业平台。据总经
理虞慧芳介绍，分别落户上海及福建厦
门的 4个基地累计已有 384家创业企业和
团队进驻，其中超半数来自台湾。

上海 （金山）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连续5年举办“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
大赛”，累计吸引2200多个两岸及海外优
质项目参赛，并帮助不少有潜力的台湾
青创团队“落地”上海。

作为台青登陆发展的“梦想启航之
地”，青创基地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
一些痛点。

“基地服务限于单一地区，彼此间无
法实现业务互补、资源共享。缺少资金
导致单个基地难以进行长期收益规划，
基地内优质企业实现永续经营也需要资
金支持。”虞慧芳坦言。

部分由大陆投资建立的青创基地，

则因缺少对台窗口不能直接落地引进台
湾人才，对台招商渠道也受限制。在这
一背景下，青创基地开始谋划深度合
作，长三角区域内多家两岸青创基地近
日启动“基地大联盟”。

虞慧芳透露，“基地大联盟”将加强
基地间信息沟通，促进服务和业务互
补；探讨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
建设；搭建人力资源中心、产学研合作
平台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

据介绍，计划设立的基地大联盟管
理公司将提供深度专业化服务，助力企

业与资本对接，帮助基地拓展业务，引
导产业基金投资优质企业并培育一批台
资上市企业。募集中的台青创业基金将
为基地内优质企业加速发展提供支撑，
总融资额 10 亿元人民币，首期募集 2 亿
元计划2021年5月正式运营。

“除促进台青创业者互联互通，提升
台青创业主体创新能力，实现台商创业
经验传承，大联盟将搭建两岸互动桥
梁，引进更多行业细分领域内优秀台湾
企业到大陆‘二次创业’。”虞慧芳说。

（据新华社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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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两地近期相继推出邮
品新作。澳门邮电局于本月初
开始发行以壶口瀑布为题的

“中国内地景观（八）”新邮品，
香港邮政则于3月16日起发行
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
国演义》”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
关集邮品，图案设计精巧，尽显
故事人物的英雄气魄。

港澳邮票设计多注重反映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俗风情、
地方特色和中西交汇的特点，
尤其自回归祖国后，多次与内
地就重大主题联合发行邮票。
比如 2003年共同发行“中国首
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纪念邮
票，2019 年发行“粤港澳大湾
区”主题邮品，帮助港澳市民更
充分、全面、深入了解内地情
况，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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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
为题的套票。 （香港邮票策划及拓展处供图）

▼ 以壶口瀑布为题的“中国内地景观 （八） ”
小型张。 （澳门邮电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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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区设立许多回收点，组成社区回收网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