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嗣籇指出，他加入選委會是希望成為業界與政府的
橋樑，把新概念和創新思維帶到傳統農業中。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2021年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日
前順利舉行，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委員由1200人增加
至1500人，並新增了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多個界別，
在體現均衡參與原則的同時，也令更多基層市民有了發聲
的機會。

基層社團界別選委陳凱榮，以及漁農界選委譚嗣籇
均是第一次加入選委會。他們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後選
委會中增加了不同的界別，令普通市民有機會表達意
見，幫助選出有能力的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陳凱
榮和譚嗣籇對於香港的未來有許多期待，承諾在選
委會中將積極為基層市民發聲。

陳凱榮：
港青可赴內地發展文創

譚嗣籇：
推進香港農業科技化

打造港產蔬果國際品牌
譚嗣籇從事農業已

近10年，他表示，香港
非常適合發展精準農

業，但目前本地農業發展已停滯多年，他
呼籲特區政府為業界發展提供土地、資金
方面的資助，提升本地農業產品自給率，
打造品牌化蔬果銷往世界。

制定本地農產品自給目標
譚嗣籇表示，香港蔬菜供

應長期依賴進口，自給率只有
1.7%。目前由於疫情，進口食
物所需要的時間比以前更長，
且質素無法保證，這反映出特

區政府需要未雨綢繆，提

升本地蔬菜供應量。他建議特區政府制定
本地農產品自給率目標，超市等商業機構
根據這一目標提升本地蔬果進貨量，從而
調動農民積極性，促進本地農業發展。

譚嗣籇指出，香港非常適合發展精準
農業，他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將這些農產品
打造成品牌，推向世界。 「香港非常適合
種植龍眼、枇杷等，蘭花養殖更早已聞名
日本。目前有不少產自日本、韓國的農產
品進口到香港後深受市民歡迎，為什麼不
可以調轉一下，讓香港的農產品走向世界
呢？」

他強調，自己在選委會中將積極為業
界發聲，同時希望成為政府與業界溝通的
橋樑，令本地農業可以發展得更好。

走向世界

參選基層社團界別的陳凱榮自動當
選，他向記者表示，自己從中學起便積
極參加社區組織的義工活動，通過拜訪
長者，幫助小朋友，他與街坊們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雖然服務社區的工作很
普通，但一些街坊的日常生活真的不能
沒有社工幫手」 ，大學畢業後，原本修
讀經濟學的他毅然選擇從事社區服務工
作，繼續為街坊提供幫助。

灣區各市產業多元
陳凱榮今年25歲，是今屆選委會中

最年輕的選委。他認為，中央十分重視
基層及青年的聲音。 「只要有心，願意
為香港做出貢獻，相信都能在新選舉制
度下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堅
信，再平凡的青年也可以在社會中發揮
力量，希望以自己為例，鼓勵更多青年
參與香港管治架構，共同提出有利社會
發展的建議。

陳凱榮表示，自己作為青年代表，
在選委會將積極為年輕人發聲。目前，
一些香港青年在擇業時會非常迷茫，
「香港的產業結構傾向單一，具文創藝
術潛能的青年，最終大多都敵不過現實
條件。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產業發展
多元，無論音樂、藝術和文創等行業都
有相應的發展空間和市場。」

對於部分青年因不了解內地而不願前
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陳凱榮強調， 「我們
應該放低驕傲的心態，了解內地城市的發

展現狀，以及它們對於香港的啟示，只有
這樣才能令香港發展得更快。」 他表示日
後會積極推動特區政府深化有關便利措
施，助更多港青覓得合適的發揮空間。

為北上港青提供協助
陳凱榮認為，目前港珠澳大橋及高

鐵的開通已經從時間上縮短了香港與內
地的距離，但兩地因制度不同而造成的
差異，是影響港人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
發展意願的主要因素。他指出，相信前
往大灣區發展的人士會有各自的需求與
鼓勵，如創業人士不熟悉內地法律程
序、文書格式等；父母關心如何為子女
報讀內地學校等，希望特區政府能提供
如何開通內地銀行戶口、如何使用微信
支付等 「貼地」 指南，給予港人在日常
生活方面的指引，從而解除 「人生地不
熟」 的焦慮與恐懼。相信屆時會吸引更
多港人主動尋求在大灣區的發展機會。

陳凱榮同時呼籲特區政府給予基層
家庭的青少年更多支持。 「香港貧富差
距大，生活節奏快，年輕人受到這樣的
影響非常容易自暴自棄。」 「修例風
波」 中，無數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在反中
亂港分子的煽動下走上街頭足以證明，
當青少年受到不良信息的影響會出現偏
激行為，對社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他
希望特區政府能在未來為年輕人在置
業、求職時提供支持，使他們對未來時
刻充滿期待與希望。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譚嗣籇目前經營的公司致力於運用科
技，生產無蟲、無菌、無農藥的優質有機
農作物。他認為，特區政府近年來雖然在
創科方面給予很多支持，又給予農業從業
者諸多幫助，但仍然以傳統的觀念看待兩
個產業，無法協調整合。早在創業初期，
他的室內種植就因 「改變土地用途」 被叫
停；目前，使用機械設備耕作在全球已非
常普遍，但香港的農民若希望使用這些設
備，需經過申請、考牌等一系列流程，不
僅影響生產效率，背後巨大的勞動力成本
也阻礙了香港本地的農業發展。

生產過程引入「大數據」
「社會不能以為憑藉一把鋤頭就能

做農民」 ，譚嗣籇直言，目前已經有愈
來愈多的從事傳統農業人士意識到了科
學技術的重要性，他加入選委會，正是
因急於代表他們發聲，把新概念和創新
思維帶到傳統農業中，促進特區政府多
方面支援及開放發展傳統耕作， 「希望
我能夠成為一座橋樑，令傳統農業中加
入科技元素。」

譚嗣籇指出，傳統農業從業者依靠經
驗進行耕作，但近年來隨着全球變暖、極
端天氣頻率增加等因素，對於收成的影響
愈來愈大。如能在生產過程中引入 「大數
據」 等科技元素，及時了解天氣變化、農
作物的生長喜好，並調整培育方式，不僅
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勞動力，也可以令產品

擁有更高質素。他還呼籲特區政府設立農
業科技中心，將農民、對農業感興趣的科
技人才聯繫在一起，共同推進香港農業科
技化發展。

收回不適合耕地建屋
土地資源緊缺令香港沒有充足的發展

空間，本身修讀可持續市區發展的譚嗣籇
卻表示，香港並不缺乏可以發展的土地。
在城市規劃及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
是導致土地資源緊張的原因之一。他介
紹，香港目前約有4000公頃的農業用
地，然而仍然用於耕作的僅有約300公
頃。

近年來，除農民減少外，一些土地受
到土壤成分、水文等地理因素的影響，也
早已不適合耕種。他建議特區政府將已不
再適合耕作的土地進行回收並改變用途，
以發展房屋，或修建其他基建設施，同時
將仍然耕作的土地進行集中規管，使促進
農業發展的措施也可以盡快開展。

譚嗣籇同時建議特區政府發展室內農
業，興建 「農業大廈」 ，令蔬菜種植、家
禽飼養等集中在同一座建築物內完成。大
廈內種植的植物可以作為家禽的飼料，而
家禽的糞便又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從而
實現 「自給自足」 。與此同時，原本用於
耕作的土地可以種植果樹等綠色植被，從
而減少碳排放，令有限的土地資源創造出
更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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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心，願意為香
港做出貢獻，相信都能在新
選舉制度下找到屬於自己的
一席之地。——陳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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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榮小檔案
25歲的陳凱榮為基層社團界選委，同時也是今屆選委會中最年輕的委員。陳

凱榮在中學期間就積極參加社區中的義工活動，2018年大學畢業後，原本修讀
經濟學的他因個人興趣轉而投身地區工作。他堅信，只要有心、有付出，對國
家、對香港的信任堅定不移，始終做正確、對社會有貢獻的事，再平凡的青年也
可以在社會中發揮力量，得到制度上公平的提拔和信任。

重中之重

青年與房屋問題必須解決
房屋問題是香港

主要社會矛盾之一，從
小在公屋中長大的陳凱

榮表示，房屋問題與青年人的發展關係
密切，他希望在接下來的兩場選舉中能
夠選出愛國愛港，能從香港整體利益出
發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從根本上
解決這一社會 「頑疾」 。

僅7%土地用來建屋
陳凱榮認為，香港並非缺少建設住宅

的土地，但過去由於反中亂港分子的阻
撓，議會無法就這些問題進行理性討論，
導致房屋問題愈來愈嚴重。他說，香港目
前僅有7%的土地用來建設房屋，但過去

每當 「明日大嶼」 等解決房屋問題的提議
提出後，必然會有攬炒派 「拉布」 。 「攬
炒派總是以填海花費巨大、破壞生態環境
為由企圖反對提案，但目前香港還有20多
萬人住在劏房裏，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當
人人生活很好的時候，我們平衡其他問題
是沒關係的，但如今不願意填海，我自己
覺得是不應該的。」

陳凱榮期望在未來的兩場選舉中，
香港能選出愛國愛港，能從香港整體利
益出發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從市
民的福祉出發，解決社會 「頑疾」 。他
堅信，沒有了政治爭拗，香
港未來的發展一定大有可
為。

譚嗣籇小檔案
漁農界選委、綠芝園創辦人譚嗣籇早年在美國修讀建築及室內設計專業，在

此期間曾在大學的農業實驗室兼職，自此愛上種植。他於2009年在理工大學修讀
可持續市區發展碩士課程，主要研究本港舊區重建，出於對種植的興趣，便開始
研究在工廠大廈內發展農業的可能性，並於2013年成立公司專門研究室內有機種
植。

▲

譚
嗣
籇
把
創
新
思
維
帶
進
傳
統
農

業
，
建
議
推
出
優
惠
政
策
鼓
勵
樓
宇
發

展
天
台
種
植
。

譚嗣籇政綱
•把握 「一帶一路」 及
大灣區機遇發展農業
科技應用。

•促請政府多方面支援
及開發農地發展，資
助本地漁農業初創企
業。

•推出優惠政策鼓勵樓
宇發展天台種植。

▶陳凱榮積極參與社區組織
的義工活動，不時家訪，為
行動不便的長者整理家居。

陳凱榮政綱
•爭取政府資源。
•培育社區人才。
•增強管治力量。

香港並不缺乏可以
發展的土地，只是在城市
規劃及土地利用方面存在
問題。——譚嗣籇

▲作為最年輕的選委，陳凱榮認為，中央十分重視基層及青年的
聲音。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