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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謝展寰：新屆政府致力提升市容衛生

為市民締造健康宜人環境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未來局方工作
重點主要有三方面，分別是解決環
境衛生市容問題，尤其是清潔街
道、美化城市；推動環保碳中和城
市、資源循環、綠色運輸，透過積
極保育策略，強化香港的生物多樣
性；保障香港食物安全和穩定供
應，促進本地漁農業可持續發展。

香港商報記者 馮煒強 李銘欣

將米埔生態保育區建成城市綠洲
2021年政府施政報告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部分

提出，以米埔自然保護區為中心，透過收回約700公
頃私人濕地和魚塘地，加上政府土地，分別在南生
圍、大生圍及甩洲一帶（佔地400公頃），米埔至新
田/三寶樹一帶（佔地 520 公頃），以及蠔殼圍一帶
（佔地300公頃）發展3個大型濕地公園；連同米埔
自然保護區和濕地公園，整個生態保育區佔地料逾
2000公頃。

對此，謝展寰局長說： 「在生態環境保育方面，以往
都是制定保育區、禁止該區發展，我認為這並非最佳保

育方式，反為會令魚塘乾涸、田地荒廢、野草叢生，土
地生態最後會被破壞到如變成貨櫃場、廢鐵場。」

「這是雙輸！保育與發展並非輸與贏的零和博弈，
保育贏土地便無得發展，發展贏生態便得不到保
育。」謝展寰認為，重點應放在物種保育而非土地本
身，集中一塊土地透過更有效益的管理及利用，收復
其中大量已經荒廢和退化的生態環境集中做保育，令
這片土地上的生物、物種生長得更好、更加多樣性，
其餘的土地亦會得到發展。

謝展寰稱，上述一大片生態保育區，第一層核心圈

會對進入人士設限制，第二層會做本地漁業發展研
究，第三層會做商業性漁業，第四層會做生態旅遊甚
至大型度假式酒店。保育區邊沿位置則可用作發展，
在這一大塊土地上，前有繁華的深圳，後有未來的都
會區，儼如城市綠洲，將會擁有非常珍稀的景色。

謝展寰透露，目前漁護署正研究制定保育區範
圍，再會修復一些已受破壞的濕地並研究如何管
理，增加康樂和生態的部分，原本預計研究將於
2024 年初完成，惟他已決定把計劃提速，爭取於明
年初完成。

現時本港每日須處理約 1.1 萬公噸都市固體
廢物及 4000 公噸建築廢物，分別由 3 個堆填區
（即位於屯門的新界西堆填區、位於打鼓嶺的
新界東北堆填區和位於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堆填
區）處理。謝展寰局長表示，特區政府的目標
是透過多項減廢及回收措施，配合轉廢為能設
施，滿足香港長遠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需要，
從 而 達 到 在 2035 年 前 後 「零 廢 堆 填」的 目
標。

石鼓洲焚化爐2025年投用
謝展寰稱，政府正在石鼓洲外海一個由填海而

成、面積約16公頃的人工島上，興建第一座每
日可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的焚化爐；相
關填海工程、海堤及防波堤的建造工程已大致完
成。預計石鼓洲垃圾焚化爐將會在2025年投入
服務。

謝展寰又指，政府早前就公布以屯門曾咀中部
煤灰湖作為第二座垃圾焚化爐的選址，並發展每
日可處理4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的第二期垃圾
焚化爐設施。他估計曾咀垃圾焚化爐會不遲於
2030 年代初即投入服務，將進一步減少以堆填
方式處理都市固體廢物。

「零廢堆填」力爭2035年達標
他表示，隨石鼓洲垃圾焚化爐在2025年投

入運作，配合堆填區運作及交通配套安排，屆時
需要新界兩個堆填區處理的都市固體廢物預計每
日可減少3000公噸；而曾咀垃圾焚化爐投入運
作後，新界東北堆填區將會完全停止接收都市固
體廢物。

謝展寰總結稱， 「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多項減廢
及回收措施，配合轉廢為能設施，可滿足香港長
遠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需要，從而達到在大約
2035 年 『零廢堆填』的目標。」由於廢物產生
量會隨經濟貿易及人口增長而增加，現時估計除
了石鼓洲及曾咀的垃圾焚化爐外，很可能需要第
三座爐子才可達致 「零廢堆填」目標，局方正物
色相關選址。他稱，政府會探討利用公私營合作
模式發展部分設施，確保以最有效率及符合成本
效益的方式，盡快及時建設這些轉廢為能的設
施。

新屆特區政府新成立環境及生態局，除了整合過往
由食物及衛生局負責的環境衛生、食物安全、漁農等
職能範圍外，更賦予了新使命，包括改善市民生活環
境，推動氣候行動和生物多樣性及相關工作；新的一
局之長則由原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升任。昨日，這位
新局長對本報記者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到 「切實排解民
生憂難」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
目標」，這令他有深刻共鳴，新一屆政府成立環境及
生態局背後的原因亦與這兩句話高度一致。

開展全港「清潔大行動」
「香港是高度發展城市，經濟、科技都堪稱世界一

流，但市民生活環境卻存在好大改善空間。」謝展寰
表示， 「環境及生態局成立，我們的抱負就是要為香
港締造一個健康宜人的生活生態環境，鼓勵市民重視
環保，為自己和下一代想，貫徹可持續發展。因為
居住環境直接影響到市民的生活與健康，局方在這方
面責任重大！」

謝展寰強調，今屆政府十分重視提升香港整體環境
衛生和市容。特區政府已宣布成立 「地區事項統籌工
作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帶領多個政策局及部
門，致力於提升香港整體環境衛生和市容，高層次地
統籌不同部門處理衛生工作，杜絕部門之間互相推搪
的情況。 「環境局和食環署會負責主力推動此項目的
工作。」他說，第一階段已統籌開展為期3個月的清
潔大行動，結合政府部門、社會各界力量，清理全港

各區衛生黑點。

探討滅鼠新方法
在本港整體市容問題上，街道清潔、後巷垃圾堆

積、鼠患等問題，過去一直未能解決。謝展寰指，原
因就在於這問題涉及多個部門，需要跨部門統籌才能
根本性解決問題，所以才要成立 「地區事項統籌工作
組」，其中防治蟲鼠便是一個重點項目，上任後不久
他已即時到過食環署蟲鼠組了解相關工作。

謝展寰說： 「蟲鼠組有員工700人，外判人員2000
人，工作大部分集中在滅鼠；惟很難以放了多少個老鼠
籠、多少包老鼠藥、捉到多少隻老鼠來衡量工作表現。
我們未來將多次到全港鼠患嚴重的地區了解前線工作，
看看如何在監督上改善、探討滅鼠新方法，要求管理層
研究，找出更有效、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新方法。」

停止餵飼才能保育野豬
早前由於野豬肆虐社區，對市民人身安全構成影

響，政府建議修例禁止在全港所有地方餵飼野生動
物，並提高刑罰至10萬元及監禁1年，並引入5000元
定額罰款，不過屬馴化的鴿子和流浪貓狗卻不受條例
規管。謝展寰表示，自從漁護署對市區出沒的野豬捕
捉並人道處理以來，餵飼野豬的情況已有明顯改善，
奈何有少數市民即使被票控多次仍繼續餵飼，所以當
局必須加重罰則。他亦強調，只會處理社區野豬，

「當野豬在市區無人餵飼便
會回到郊野覓食，這才是更
好地保育野豬。」

至於有地區人士反映鴿子
和流浪貓狗問題一樣擾民，
謝展寰深明鴿子影響市容，亦有堅決意志去解決問題，
目前正與律政司商議如何在法例修訂上進行處理。不
過，流浪貓狗本身有很多義工組織從事餵飼，須顧及不
同持份者意見， 「目前無打算在這方面立法。」

提速增效落實規劃藍圖
特區政府亦為未來規劃、制訂了多個藍圖，如《香

港 2030+》《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等。謝展寰
稱，如何令藍圖和規劃能按原計劃及時落實，包括應
對氣候變化、減排、減廢、廢物回收、 「走塑」等，
局方未來將研究方法提速、增效。他指，過去政府很
多議案去到立法會都會受到反對派阻撓，如今慶幸隨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議會內
大家都是愛國者，行政立法關係大為改善，相信未來
政府的立法工作會更順暢。

另外，本港食品幾乎全部依靠境外輸入，疫情曾一
度令供港食品運輸鏈出現緊張。謝展寰指，香港有需
要發展現代化漁農業，令香港有更安全、可靠、穩定
的食品供應， 「締造香港品牌的本地農產品，可以令
本港漁農業可持續發展。」

新界東北堆填區
料2030年停用

聯手深圳打造大型生態走廊
昨日，謝展寰局長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未來本港

會繼續加強與廣東省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改
善區內臭氧污染問題；亦會與深圳深化兩地在鄰接地
區生態保育及生態走廊的建設，以構建兼容的毗鄰生
態系統，包括將鄰近沙頭角邊境的紅花嶺打造成新的
郊野公園。

加強灣區合作改善臭氧污染問題
早在2019年，當時的環境局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成

立了 「粵港環保及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小組」，工作範
疇包括改善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保護水環境、林業
護理、海洋資源護理和應對氣候變化等的緊密合作。
現時，這個小組由謝展寰及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廳長領

導。
上述小組成立以來，雙方官員舉行了多次會議，並

在去年通過了開展為期3年（2021至2024年）的《大
灣區光化學臭氧污染及區域和跨區域傳輸特徵研
究》，以加強管理區域臭氧問題。

謝展寰表示，雙方正繼續就有關工作交換意見，包
括研究減少都市生活中，包括汽車、香水、油漆使用
時所產生的氮化物，以了解臭氧形成的成因及協助改
善區域臭氧污染。

粵港雙方會按計劃繼續共同進行相關減排目標研
究，以制訂區域空氣污染物的減排方案和目標；加強
空氣質量預報工作交流，以提升對珠三角區域大氣污
染預報的能力；探討共同構建大灣區空氣污染物激光

雷達監測網絡；以及共同推進粵港兩地綠色空港建設
與污染防控策略研究。

紅花嶺將建成新郊野公園
謝展寰還說，粵港雙方會繼續加強兩地就林業、自

然保護區、濕地的保育及管理方面的交流培訓，並深
化兩地在鄰接地區生態保育及生態走廊的建設，以構
建兼容的毗鄰生態系統。

他透露，深圳在接壤香港的地區就有森林保護區，
而位於新界北邊陲、鄰近沙頭角邊境的紅花嶺，本港
方面有意將其打造成新的郊野公園，最終在兩地形成
大型的生態保育基地及生態走廊，壯大當地的生物多
樣性。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
示，香港是高度發展城市，惟市
民生活環境存在好大改善空間。

記者 蔡啟文攝

香港昨新增 4375 宗確診病
例，是第五波疫情回落以來再
次重上4000宗水平，這無疑是

一個警號；再加上已有專家警告，短期內病例有機
會翻倍，情況實在令人擔憂！不難明白，現時變種
病毒正在社區廣泛傳播。值得肯定的是，特區政府
已推出不少措施，加強對包括長者在內的重點人群
的保護，希望當局因應最新疫情變化，適時調整完
善和加強措施，特別是重點做好院舍防疫，避免第
五波疫情有超過5000名院友染疫離世的悲劇重演。

儘管近日病例持續上升，但市面人流有增無減，
經濟活動逐漸恢復，一般市民覺得新冠病毒和普通
感冒差不多，確實存在輕視疫情風險的問題，甚至
有人完全喪失了警惕戒備之心。回想年初第五波疫

情爆發前，許多市民也有類似的想法。正因抗疫疲
勞和不以為然的麻痹態度，導致我們在第五波疫情
突然來襲時被殺個措手不及，許多患有基礎疾病和
未有接種疫苗的長者不幸付出了不可挽回的沉重代
價。前車可鑑，我們必須深刻汲取教訓，切不應該
「好了傷疤忘了疼」 。
無可否認，香港目前的防疫抗疫條件比過往相對

理想——檢測、隔離和收治患者的能力已經大幅提
高。與此同時，政府亦有意識加強保護老弱群體，
包括規定院舍員工自下周三起每七天進行一次核酸
檢測，必須在每天值勤前進行快速測試，測試結果
為陰性方可上班；下月起訪客亦須提供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進入院舍。在一定程度上，
這些措施將有助加強對長者的保護，值得支持。

惟換一個角度、以高標準看，院舍防疫尚有改善
空間。卸任在即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指
出，第五波疫情導致5000多名院友染疫逝世，反映
本港醫療及社福合作不理想。對於這個問題，新一
屆政府可做的工作其實有很多，包括加強公私營醫
院協調，減少非必要入院人士對醫療體系造成壓
力，以騰出空間照顧更多有需要的長者等。與此同
時，當局亦應盡快檢視院舍通風狀況，減少院舍內
發生交叉感染的機會。

當然，更有效的方法是加強疫苗接種。第五波疫
情死傷枕藉的主因應是許多長者不願打針，因而曝
露於重症和死亡風險之中。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本
港長者接種率仍不算高—70 至 79 歲首針接種率僅
82%，80歲或以上首針接種率更不足七成。而上述

兩個年齡組別的第三針接種率，更分別少於六成和
四成。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必須與變種病毒競賽，
千方百計提升長者接種率，除了為尚未接種的院舍
長者接種，還要以 「洗樓」 方式為獨居長者打針，
做到應打盡打，一個不漏。

現在疫情尚處於大流行階段，歐美多國感染高
企，內地和澳門疫情亦有反彈。我們面對本地確診
病例回升的形勢，又怎能掉以輕心，盲目樂觀？每
名市民都有責任珍惜醫療體系和保護老人家。尚未
接種的市民應從速接種，已接種者應適時打加強
劑，平時則應保持社交距離，戴好口罩、善用快測
包、遵守 「疫苗通行證」 要求等。人人做好本分，
心存大我，疫情才可受到遏制，重點人群也才能獲
得更大更多保護。

重點加強院舍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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