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角鋿晶館是其中一間參與垃圾收費試驗
計劃的店舖。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位於大圍的漢年茶餐廳將於今日起實行垃
圾收費，唯門外貼出休息告示，指4月1至5日
會放清明節假期。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攝

▲安寧樓街坊周太認為，政府對於垃圾收費
的指引不清晰，宣傳不夠到位。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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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食肆疑慮多
擔心加廢又增費

垃圾收費先行先試今起推行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王亞毛、鍾佩欣、曾敏捷

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今日起在14個試點展開，大公報記者近
日實地走訪多個參與計劃的地點，有試點大廈的居民已收到

首月的指定袋，惟對計劃仍有不少疑問，認為指引不清晰，對收
費計劃信心不足。有率先試用的酒樓表示指定袋設計不同，使用
不方便，在人手不足下加重工作負擔。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會透過計劃了解不同場景參與者
的操作情況及面對的問題，之後再作下一步部署，目標是五至六月向立法會交代。

18區民政專員 站在社區第一線

▲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探訪區內的小數族裔兒
童，了解他們的需要。 視頻截圖

▲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昕然與相關團體視察巴
士站，了解協助視障人士設施的運作。 視頻截圖

多個重建項目陸續上馬
市建局料第三季展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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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費試行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市區重建
局未來五年將展開多個大型重建項目，料涉及
開支超過800億元，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表
示，現時社會經濟及樓市狀況仍未趨向穩定，
不排除市建局往後一段時間推出招標的項目，
會出現 「高買低賣」 ，影響市建局財務情況。
市建局已透過 「跨項目補貼」 等多項措施及策
略應對，並計劃今年第三季展開融資。

預計涉及開支逾800億元
韋志成昨日在網誌撰文指出，預算案 「撤

辣」 刺激物業市場成交，但地價會否乘勢上屬
言之尚早。市建局未來五年需要就多個已開展
的大型重建項目進行業權收購，同時就新開展
項目進行收購，預計涉及開支超過800億元，
而現時市建局有大約180億元的現金流，故有

一定財政壓力。市建局大部分於早年收購的項
目帶來一定盈餘，至今累積的總盈餘大約370
億元，將保留及用作推行其他重建項目。

韋志成表示，市建局過去一年積極從不同
方面作策略性的調整，盡力維持財務穩健，包
括調整收購和招標步伐，適時透過招標所得的
前期款項，為其他項目進行的收購工作提供資
金流；檢視項目收購程序，縮短流程，期望加
快業戶遷出單位，以便項目地盤能早作準備，
在合適時間推出招標，令資金盡早回籠；市建
局亦從控制項目的收購規模方面着手，以期能
減輕收購涉及的龐大現金開支；善用新規劃工
具，增加土地發展潛力等。

簡化招標條款吸引發展商
在提升招標意欲方面，韋志成說，會簡化

招標條款，並在規模大、涉及較複雜程序的市
區更新項目中，與發展商分工合作，包括由市
建局進行各項前期技術研究，讓中標的發展商
能專注發展住宅、商業零售等部分，提升項目
的吸引力。他又說，將研究針對規模較大的項
目，調整一筆過繳付前期款項的安排，容許分
期付款或較為靈活的付款方式，以吸引更多不
同規模的發展商參與。

韋志成認為，財政預算案的穩定市場措
施，以及市場預期美國最快下半年起減息，都
是利好因素，雖然當前物業市道仍需時復甦，
但市建局對前景抱着正面態度，將迎難而上，
持續推動市區更新工作。

▲市區重建局未來五年將展開多個大型重建項
目，料涉及開支超過800億元，當中包括洗衣街
／花墟道重建計劃。

【大公報訊】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計劃今
日起實施，被問到若先行先試效果不好，8月會
否不推行垃圾收費，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
希望透過不同場景、由不同參與者去 「試清楚」
垃圾收費的流程及操作，以及了解未來有機會面
對的問題及難處，整理數據及意見，目標5至6月
向立法會交代。另外，他將主持跨部門小組，全
面檢視先行先試計劃，了解市民的參與度、對計
劃的接受程度、收集的垃圾量、回收量等數據，
當局分析後再作下一步部署。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表示，會認真仔細考慮 「先行先試」 計劃
結果，認真務實地去部署下一步，但 「不想過度
推測下一步要如何做」 。

政府推行垃圾收費 「先行先試」 計劃的14
個地點包括政府大樓、住宅、商場、食肆以及院
舍等。謝展寰解釋為何未包括政府總部，他表示
政府總部垃圾是按重收費，毋須測試，又指在香
港全面推行按重收費，雖然收費會較簡單，但未
能達到將垃圾量和指定袋用量掛鈎，會影響鼓勵
的減廢效果。

謝展寰：料社會3至5年才會習慣
至於垃圾收費會否因而加重市民負擔，謝展

寰說，垃圾收費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鼓勵減
廢，以餐飲業為例，他們產生的垃圾超過七成是
廚餘，鼓勵餐廳將垃圾及廚餘分類，相信可以大
幅減低垃圾費支出。對於雞骨、魚骨等廚餘可能
會弄穿指定袋，他建議可用多一個袋丟棄。謝展
寰說，曾經到韓國首爾 「取經」 ，向當地居民和
環保團體了解減廢進度，獲對方建議 「不要心
急」 。他指首爾和台北經驗均顯示，社會需要3
至5年時間才會習慣，政府將會不斷宣傳。

本港本月22日實行首階段即棄塑膠管制，
設半年適應期。被問到很多小食店或食肆還未準
備好 「走塑」 ，謝展寰表示，香港人有時候有些
習慣，就是當事情去到真的要做時才會 「慢慢
搞」 。他說當局早於去年已經開始做宣傳，市民
近2、3個月才開始緊張，他認為在電視賣廣告，

市民未必這麼 「上心」 ，因此 「走塑」 計劃特點是在源頭
及供應者作改變。

就餐廳轉用替代餐具，成本會否轉嫁食客，謝展寰
說，木製的刀叉等替代品最初較貴，但近幾年價格已明顯
下降，與膠刀、膠叉價錢相差不遠。而目前白色塑膠飲管
每支約是1仙，但轉用其他飲管後，每支約是3至4仙，整體
每份餐具只是相差2至3毫。酒店亦都禁止免費提供即棄瓶
裝水、洗漱梳妝用品，謝展寰指與業界商討後已提供替代
方案，舉例浴帽已有紙質代替，業界基本上已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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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京報道：18區的民政事務
專員代表政府在地區聽民意、解難題。油尖旺區及
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現身說法，以紀錄片方式分享
在地區推動共融，以及利用科技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的工作及成果。

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
油尖旺是18區中最多少數族裔居住的地區，他

們令油尖旺區更有特色，有更多元化的一面。出任
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四年的余健強，這天來到油尖
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參與一個為少數族裔兒童而
設的普通話課堂。

「跟我說，菠蘿包……」 孩子接着說 「菠蘿
包」 。余健強欣慰說： 「當然，如果要融入香港，
他們掌握廣東話已經足夠，但學習普通話令他們接
觸面更廣闊，加上我認為除共融原因外，少數族裔
日後與我們一樣懂得普通話，在職場和各方面長遠
來說都有用處，碰巧我在聯繫工作中認識了小小漢
語普及愛教育基金，他們向我介紹讓我知道這類課

程，促成了今天試行第一課。」 余健強強調，讓他
們從小接觸語文，日後有興趣再繼續學習。

余健強又透露，區議會已同意把2022年底關閉
的新填地街熟食小販市場未來改為共融空間，余健
強表示，為居民解決問題，可以獲得巨大滿足感。

善用AI幫助改善民生
同樣努力幫助市民解決問題的，還有上任近三

年的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昕然， 「希望利用一些
科技或數據，解決或改善社區的難題，同時透過這
些方案改善區內居民生活質素，也可以讓香港的初
創或科創企業有機會落區接觸居民，從用戶實際經
驗或體驗，將來改進研發或產品，我希望這是個互
惠互利的過程。其中利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協助視
障人士，找到正確巴士站候車的聲音巴士站，九巴
怡閣苑站，可以在這等候的巴士路線有2X、6X、
52X等，便是由黃昕然牽頭，促成九巴與盲人輔導會
合作，把真光女書院學生比賽得獎作品應用在現實
社會。

政府今日起在全港14個地點，推行垃圾收
費 「先行先試」 計劃，當中包括政府大樓、住
宅、商場、食肆以及院舍等。記者走訪了參與
計劃的荃灣滿樂大廈安寧樓，據了解，計劃實
施首半年，政府會每月向住戶免費派發30個15
公升的指定垃圾袋，首月的指定袋已經派發。

77歲的周太在安寧樓住了46年。她說，現
時一家三口居住，家中垃圾不多，以廚餘為
主，多年來已養成 「一袋兩用」 的習慣，將買
餸附送的的塑料袋，用作垃圾袋，亦會將乾淨
的膠袋送回店舖，讓商家重複利用。對於垃圾
收費，她直言感覺有些奇怪， 「我們長者生活
中本身就少有垃圾，每日就這麼多，現在豈不
是還要另外多買一個指定袋，來裝原本裝垃圾
的膠袋？」 她亦坦言，不清楚指定袋容量、價
格、如何購買等。

「街坊有很多疑問，例如有人會問，本來
是用家中的膠袋裝垃圾，再多買一個膠袋裝原
來的膠袋，怎麼做到環保？」 荃灣區議員古揚
邦認為，減廢方向正確，但很多居民收到的訊
息不是減廢，而是收費，他認為，先行先試是
好事，但很多長者不識字，看不懂單張，甚至
會將15公升認成是收15蚊，故當區關愛隊曾組
織過多次街站活動，希望增強社區居民對指定
袋的了解。

試點餐廳：耗人手記錄用量
試驗計劃有四間食肆參與。位於大圍的漢

年茶餐廳是試點之一，但《大公報》記者日前
到餐廳所見，門外張貼告示，表示餐廳將在4月
1至5日休息。店員回覆查詢表示，不便回應垃
圾試驗計劃，但餐廳每年清明節都會休息，實
施垃圾收費後會按規則做事。而記者留意到，
店員收拾餐桌時，廚餘會連同紙巾等放在一
起，似乎未有進行廚餘分類回收。

在新蒲崗新光宴會廳酒樓，有職員表示，
指定垃圾袋設計與慣常的不同，用起來比較困
難，亦要花更多步驟處理， 「最麻煩就是玻璃
樽，因為酒樽、紅酒樽我們接收後還要清洗，
洗乾淨後再放入膠袋內，變相要花更多工夫。

絕對不方便，加重了負擔，因為你知道餐飲人
手已經不足夠，還要我們做這麼多事情，變相
有時我們真的是百上加斤。」

至於另一食肆試點、位於旺角的鋿晶館，
店長陳先生電話接受訪問時表示，日前已收到
環保署送來的首批指定袋，包括100公升及50公
升的袋，餐廳須記錄指定袋的用量、向署方反
映指定袋的質量，若餐廳需要更多指定袋或其
他容量的袋，可以向署方反映， 「我們空間、
人手都有限，很難做到分類，（參與試驗）主
要都是睇睇要用幾多袋、什麼袋比較適合，方
便日後安排。」

與港鐵大埔墟站相連的新達商場亦是試點
處所，《大公報》記者在商場所見，商場扶手
電梯旁等有一般的垃圾桶。有日式餐廳員工向
記者表示，近日商場向商戶派發了一疊指定
袋，而餐廳以往處理垃圾會分開廚餘及一般垃
圾， 「因為怕廚餘會漏水」 ，而最後會一併裝
到更大的垃圾袋中，估計之後都會這樣處理，
只是會將一般垃圾袋改為指定袋。另一間中式
食肆負責人則表示，已收到200個指定膠袋，將
於今日起使用，相信廚房會有所安排。

院舍：回收廚餘成效待觀察
屯門嘉濤耆樂苑亦是計劃試點之一，提供

180個護理安老宿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
昨日探訪院舍，並引述院長稱，政府已為院舍
免費提供75公升及35公升的指定袋，以及大型
垃圾標籤。院方會在試行過程中，詳細記錄實
際營運情況資料，例如每日主要產生垃圾的種
類、數量，以便評估每月處理垃圾的開支。對
院舍而言，最大的困難是扔垃圾模式的轉變，
至於正式實施垃圾收費會否影響運營成本，仍
需觀察廚餘回收及廢物回收究竟可減多少垃圾
量。

顏汶羽表示，社會對推行垃圾收費有好多
不同疑慮，希望 「先行先試」 起到展示作用。
他認為政府應加大宣傳，讓更多市民看到試行
計劃的運作，理順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
時做好回收教育工作、增加回收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