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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四口家旅居天府國 大讚可搏又可hea

前滙豐銀行高層的岑皓軒Matthew，四
年前與太太及兩名兒子旅居不同國家體驗
另類 「遊牧」生活，中國眾多城市中他選
擇旅居成都，三年前一家四口在 「天府之
國」生活一年，發現當地生活國際化多元
化，成都人包容、友善、很愛笑，香港各
大企業集團早觸先機投資當地，金融、創
科產業發展穩步上揚，岑皓軒說成都是港
人移居、投資發展的好選擇。

川港兩地政府近日就金融戰略合作、

汽車金融、科網、人工智能等範疇簽下多
項合作拓展市場，曾居成都的岑皓軒拍手
支持。他2014年因工作關係到成都考察，發
現當時政府推動多項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或
內地企業發展創新科技及金融產業，半導
體晶片工廠、騰訊、中國工商銀行的數據
中心已落戶成都，熟識金融業務的Matthew
認為香港的金融企業，可將部分金融產業
鏈移師成都，降低營運成本： 「香港搵四
川做金融拍檔有着數，四川可充當香港金
融業的支援基地back-up office，中國工商
銀行嘅數據中心就喺成都設立，香港金融
界 咪 做 好 sales and marketing 強 項 。 」

Matthew指香港金融業面對人工高、租貴問
題，成都硬件配套完善，軟件配套如人才
早已俱備，Matthew認為川港兩地政府協作
開拓金融、創科，絕對雙贏。

文化多元 機遇處處
成都早已吸引多間外企進駐，成都新

經濟總量指數位列全國第四，甲級寫字樓
林立，包括九龍倉的 「時代8號」亦是熱盤
之一。Matthew 2014年投資當地商廈物業
，2015年一家旅居成都，愛上當地國際多元
、又講求新舊交融、有生活素質。Matthew
說成都人的生活態度不只拚搏搵錢，還講

求 「慢活」，他們周末到茶館 「嘆茶」，
到 山 林 景 點 享 受 大 自 然 ， Matthew 太 太
Isabella指成都人的 「hea」叫「巴適」，當地
人享受生活，態度友善。Matthew笑指港人
優勢能說英語又能說普通話，是成都人與
外國人溝通橋樑，他們結識不少成都朋友
，兩名兒子亦很快打入當地人及外國人的
同學圈子，令他們眼界擴闊不少。

《2017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成
都吸引力持續增長，位列全國第三，由於
成都機遇處處，多海歸、外國人、港人移
居，食肆選擇多，完全不用擔心食物不合
胃口。

▲Matthew一家2015年旅居成都一年，
大讚令他們眼界擴闊不少 受訪者供圖

盈盈樂樂或回卧龍造熊
川擬暫借一對大熊貓來港 以免粉絲失望

港人與國寶大熊貓即將可以 「零距離」
接觸！海洋公園宣布，將與本地旅行社及四
川省政府合作，下月起開辦首個從本港出發
的汶川卧龍生態旅遊團，帶領港人穿梭當地
「禁區」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追蹤野生大熊
貓足跡之餘，更一嘗擔任大熊貓護理員滋味
，照顧其起居飲食。至於大熊貓 「盈盈」 、
「樂樂」 居港至今尚未誕下 「港產大熊貓」

，四川省政府歡迎牠們回鄉繁殖，並樂意暫
借另外兩隻大熊貓來港，以免本地 「熊貓粉
絲」 失望。

由海洋公園與四川省林業廳、阿壩藏
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合辦的 「四川自然
保護周」昨日開鑼，園內昨起一連七日舉
辦多項活動（詳見表）。四川省委書記彭
清華致辭時稱，活動促進川港兩地自然保
護合作和文化交流，展示四川近年在港府
協助下的自然生態發展和大熊貓保育成果
，讓公眾認識 「淨土阿壩」的自然風景和
藏羌民族風土人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汶川 「512」地
震後，香港積極協助災後重建工作。中國
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的卧龍神樹坪基地及
都江堰基地已相繼啟用，當地政府為答謝
本港，設施將免費開放予港人參觀。

香港比較熱 繁衍有難度
四川省林業廳廳長劉宏葆昨更即場給

大家上課 「釋疑」。不少港人對盈盈、樂
樂遲遲未能 「抱B」，既焦急又擔心，劉
指出，大熊貓天生繁殖能力低，而圈養大
熊貓的繁殖能力更低，只及野生的26%，
加上最佳繁殖溫度為攝氏零下10度至25度
，香港比較熱繁衍確有難度。至於會否把
盈盈、樂樂送返四川繁殖？劉宏葆稱， 「
我們沒問題。」視乎兩地政府溝通。

由於繁殖期長達130天，加上技術安排
，若盈盈、樂樂離港接近一年，為免港人
飽受 「相思苦」，劉宏葆提出妙計： 「香
港有很多 『粉絲』，對盈盈、樂樂非常有
感情，但這個要走的話，可能還要跟公眾
溝通。商量把盈盈、樂樂送回卧龍進行繁
育，懷孕之後再送回來，其間我們可以借
一對再過來（香港）展示，但要雙方再進
行溝通。」

海園推生態團 入「禁地」親近
海洋公園還將與香港中旅社合作，籌

辦全港首個汶川卧龍生態旅遊團。海洋公
園行政總裁李繩宗稱，有五天及七天團，
團費介乎5000至9000元。下月率先推出的
五天團，報團者出發前須入園，聽大熊貓
護理員講解，學習大熊貓野外狀況及保育
知識，並到訪當地保護區、冰川等。

明年四月出發的七天團，將到訪當地
特別申請才可進入的 「禁地」、四川卧龍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護林員帶領，深入
鄧生原始森林尋找野生大熊貓，參與科研
普查；在卧龍中華大熊貓苑神樹坪基地，
親身體驗護理員的日常工作，如打掃、清
洗竹子及準備食物等。

香港與四川省兩地交流，從國寶大熊貓中
最可體現。本港過去廿年先後迎來四隻家喻戶
曉的大熊貓，包括 「安安」、 「佳佳」以及 「
盈盈」、 「樂樂」。前一對更成為全球最長壽
的圈養大熊貓。然而，海洋公園為孕育首隻 「

港產熊貓」，曾為盈盈樂樂八次 「造B」，即使曾返抵四
川卧龍暫居 「取經」，可惜至今未聞喜訊。

盈盈一度傳「喜訊」
佳佳2016年八月度過37歲生日，獲健力士紀錄認證為

全球最長壽圈養大熊貓，相當於人類114歲高齡。同年10月
，佳佳健康急劇轉差，身體虛弱並安樂死。安安現為全球
最長壽的圈養雄性大熊貓，今年八月已迎來32歲生辰。

至於盈盈和樂樂，是香港慶祝特區成立十周年之際，
中央政府再次贈與。牠們今年八月已13歲，健康狀況良好
，而最受港人關注是牠們能否成功 「添丁」。盈盈2015年
曾返四川，與內地大熊貓自然交配並接受人工授精，惜未
成功懷孕。今年七月初，盈盈曾出現懷孕跡象，如增加睡
眠及休息時間，及荷爾蒙水平出現變化等，但跡象自八月
起逐漸減退，九月回復正常，意味 「造B」計劃再次失敗
。雖說 「造B」唔急得，但任何有助益的計劃，如 「樂盈
」暫返環境氣溫更合適的家鄉，相信港人都樂見其成。

八度失敗 港產幾時有？

川 港 澳 合 作 周
大公報記者 謝進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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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3D眼鏡身臨其境，觀賞汶川、卧龍
、九寨溝等四川名勝

四川表演者上演藏族、羌族文化及與卧
龍原生態相關表演，全場15至20分鐘

阿壩民族原居民展現多項非文物質文化
遺產項目，如羌繡、羌笛、口弦表演

卧龍自然保護區工作人員，分享大熊貓
保育知識

場地設有大鳶貓、四川生態旅遊及人民
風俗等內容的猜燈謎遊戲

品嘗四川食材竹笙烹調的美食，例如涼
拌竹胎盤、水煮竹毛肚等

▼林鄭月娥與彭清華探望海洋公園的
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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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事小 填海事大！
立法會前天開始一連三日，辯論

向特首施政報告致謝的議案，今日將
會付諸表決。反對派議員年年阻撓致
謝動議的通過，已成 「指定動作」 ，
今年肯定也會故技重施，不過是否能
得逞，除建制派議員的支持力量外，
還要看幾位中立議員的取向。希望致
謝議案能得到通過，有助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和行政效率的提高。

眾所周知，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
是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 「明日大嶼願
景」 一千七百公頃填海方案。

其實， 「明日大嶼願景」 ，不僅
是林鄭施政報告的重點，更是整個香
港和港人社會未來發展的重點，其重
要性可以說比過去施政報告提出的任
何新政策和措施都要重要得多。一些
項目或計劃可能只涉及 「一時一事」
或三兩年間的利益，但填海造地卻涉
及幾十年時間和過百萬市民，名副其
實是子子孫孫、 「千秋萬代」 的事，
今日不填海造地，再過十年八載，是
後悔也來不及的了。

而更令人憤慨的是，反對派議員
反對施政報告致謝動議、反對 「明日
大嶼願景」 、反對填海造地、反對長
遠解決市民置業安居問題，卻不提出
或提不出任何可以取而代之、行之有
效的替代方案，講來講去都無非是棕
地、農地和粉嶺高爾夫球場。

但是，這些棕地、農地以至粉嶺
高爾夫球場，是政府話收地就可以收
地的麼？而且，收地也要錢、要時間
，而且可能是比填海花更多的錢和更
長的時間；在本港，要收回私人業權
土地的難度真不在 「向海要地」 之下
，難道反對派議員贊成政府違反契約
法治精神強行收地嗎？

新界 「地主」 和地產商可不是 「
吃素」 的，到時司法覆核官司可能會
打到 「牛年馬月」 ，而一旦政府收地
，最高興的一定是朱凱廸和激進 「本
土派」 ，到時他們一定會成立什麼 「
關注組」 、 「大聯盟」 ，煽動居民反
對，又可以 「大龍鳳」
搞到 「七國咁亂」 了。

科研經費過河中科院也過河來了
特首林鄭月娥和中國科學院院長

白春禮昨日在港簽署《關於中國科學
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
確立中科院將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

自特區成立以來，本港與內地大
學、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日見頻繁，
至今已有六家本港大學與中科院合作
在港建立了二十二所聯合實驗室，涵
蓋生物材料、化學合成、海洋科學、
應用數學、環境科學、納米材料與力
學等範疇；與此同時，亦先後有四十
位本港學者、教授獲選為中科院院士
或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些變化都是十
分重要和可喜的。

科技於當今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已
毋庸置疑，本港經濟未來的轉型和出
路亦肯定離不開科研和創新；但推動
科研和創新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經驗
和能力，包括設施和人才，本港過去
長時間在這方面的發展只能說是差強
人意，香港學生一向讀書勤力、擅長
考試，但從事科研工作最需要的獨立
思考、創新精神和長期堅持等要素，

卻顯然不夠理想和未如人意，學校教
育、研究風氣以至 「官商產學研」 均
未能配套協作和形成共識，亟待大力
促進和提高。

因此，特區政府和中國科學院昨
日在港簽訂備忘錄，確定中科院在港
設立院屬機構，對本港來說是一件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眾所周知，中
科院是全國地位最高、實力最強的科
研機構，全國最頂尖、最一流的科學
家和科研工作者都匯聚在中科院，國
家最重大的科研和創新項目也都由中
科院負責統籌、策劃和推動，名副其
實是科研重鎮和國之重器。如今中科
院院屬機構在港 「落地生根」 ，無論
是性質以至項目的規劃與落實，比前
一階段的設立聯合實驗室顯然是跨進
了一大步，對今後雙方的合作將會發
揮極大的推動作用。

從備忘錄內容看，中科院院屬機
構首批選定的是 「廣州生物醫藥與健
康研究院」 及 「自動化研究所」 ，分
別落戶特區政府在香港科學園開設的

「醫療科技創新平台」 及 「人工智能
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 ，看來在項
目選擇上是經過精心考慮與安排的。
一來，生物醫藥與人工智能及機械人
是當今科研和創新的兩大 「熱點」 ，
各國、各地政府都不惜 「落重本」 在
這兩個方面，而本港經過長時間積累
，在這兩大範疇亦正好已具備了一定
的基礎與 「本錢」 ，本港大學醫療科
技的科研底子深厚，在進行臨床研究
和與跨國製藥公司合作方面成績斐然
。另外，本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人工
智能及機械人技術方面，如無人駕駛
飛機、先進臉部辨識系統、外科手術
機械人系統等領域，也取得可喜的成
績。

毫無疑問，中科院與特區進一步
加強合作，更重要的着眼點在於未來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重點科研
；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曾親批科研
經費 「過河」 ，如今中科院也 「過河
」 來了，未來本港科研工作一定會不
辱使命、不負重託，早日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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