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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要聞

「食德好」上月以問卷訪問509名居葵
青及深水埗區領取綜援、殘疾、低

收入人士等弱勢群體。有32.8%受訪者表
示過去6個月曾因經濟困難而減少用餐次
數，更有44%曾因節省開支而捱餓。依照
「營養金字塔」，超過46.2%受訪者無法
從食物中攝取足夠營養，主因食品價格過
高，高達77%受訪者表示，在選擇食物時
最重視價格因素，其次才是口感和味道。
「食德好」項目經理盧珏珊指，香港

高度依賴進口食品，但氣候轉變、極端天
氣等令世界糧食失收、供應不穩，整體食
品價格上漲。不少基層市民為節省開支而
選擇價格和營養價值較低的食物，如速
食、加工食品等，導致飲食不均衡，營養
攝取不足。值得關注是劏房居民煮食設備
未必足夠，甚至沒有雪櫃，年長人士則因
牙齒問題限制膳食選擇或營養吸收，各種
問題均需各界正視。

建議優化標籤 資助收集剩食

調查又發現，受訪基層市民對食物標
籤關注度低，逾 27.9%受訪者只間中關
注，不關注的更佔36.3%。盧珏珊認為需
要強化基層市民營養攝取能力，期望政府
資助弱勢社群購置相關食物，確保獲得必
需的營養食品，以及優化食物標籤制度，

如採用顏色編碼系統或數字評分系統，協
助快速辨認食品營養價值，以及鼓勵製造
商將最重要的食物資訊置於包裝正面，增
加可見度，提高閱讀或理解營養資訊動力
和意願，又建議政府以資助形式支援非牟
利機構收集剩食；強化本地食物供應並推
廣可持續發展。
據環保署資料顯示，全港每天產生

約3,300公噸廚餘，「綠德好」行政總監
袁德志表示，政府應透過不同方法盡量
減少可食用或安全食用廚餘，而所有市
民或企業都應出一分力。今次調查訪問
選擇葵青區和深水埗區，是因為該兩區
貧窮情況較多，組織希望以這兩區為試
點，明年再有資源繼續進行調查，可能
擴展至不同區域，未來會比較關注東九
龍觀塘區或東涌。
「食德好」為全港首個食物回收組

織，於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開展食物回收

計劃，最初到大埔街市鼓勵菜檔捐贈賣剩
食物轉贈區內失業工友。現已建立有系統
的回收及派發食物供應鏈，多年來從業界
及社區回收逾2,660公噸安全食品，受惠基
層市民達590萬人次，阻截過剩資源浪費；
同時推動全民惜食，以「回收、教育、倡
議」策略協助解決本地廚餘問題。

46%無法攝取足夠營養 回收組織倡供食物補貼
四成半窮人曾為慳錢捱餓

香港貧富懸殊情況持續，全港
每天產生約3,300公噸廚餘。據食物
回收組織「食德好」調查發現，有
44%受訪基層市民曾為節省開支而
捱餓，平均每5人有兩人無法從食物
中攝取足夠營養，情況令人擔憂，
建議政府為弱勢社群提供營養食物
補貼、加強社區營養膳食教育，優
化食物標籤制度，同時加強本地農
業支援，提升香港食物自給率。

■不少基層出現經濟困難，生活艱苦。
資料圖片

■「食德好」昨日公布「2024年社區糧食安全狀況調查」結果。

■四川的大熊貓活潑可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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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中央贈
港的新一對大熊貓已選定，有消息
指，該對大熊貓有望下月 26日抵
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楊潤雄會於本周再去四川，跟進
大熊貓來港安排，海洋公園方面除
派遣護理人員到四川訓練，向當地
大熊貓專家學習和溝通外，亦密鑼
緊鼓為迎接新成員作準備，包括根
據贈港大熊貓的個性為其準備新
居，設食物過渡期，安排原有團隊
照護新大熊貓，指定一兩個護理員
教大熊貓護理訓練行為等。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今年7月1

日宣布，中央政府同意再次送贈一
對大熊貓予香港特區。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上月初率領特區政府
代表團及海洋公園代表，參觀中國
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探訪基地的大熊貓，包括送贈予香
港的一對大熊貓，以及了解大熊貓
赴港安排等細節。
李家超當時表示，特區政府早

前向國家林業局反映，期望新一對
來港的大熊貓屬「青春成年、身體
精壯」，能夠在港誕下下一代，開
枝散葉，帶給香港更多溫馨和喜
悅。是次選定的一對大熊貓年齡約5
歲至8歲。雄性大熊貓體重約120多
公斤，動作敏捷，聰明好動，雌性
大熊貓體重約100公斤，溫柔可愛，
性情溫馴。他又透露，該對大熊貓
已在都江堰基地作適應準備，隨後
會隔離30天。
在四川隔離 30 天後，大熊貓

來港後需再進行 30天的本地檢疫
隔離。

評評
時時

關愛基層 點滴做起
食物回收組織「食德好」最近一項

有關弱勢群體的調查發現，多達44%受
訪者曾為節省開支而捱餓，32.8%過去
6個月曾因經濟困難減少用餐次數，反
映本港貧窮問題依然嚴峻。現屆政府在
上一份施政報告推出多項措施，致力提
升基層家庭生活品質，取得不少進展。
但解決貧困問題非一朝一夕之事，社會
各界應與政府齊心協力，「勿以善小而
不為」，點滴善舉亦能令不少人受益，
意義非凡。
今次調查於上月進行，對象為

居於葵青及深水埗區的領取綜援人

士、殘疾人士、低收入人士等合共
509名基層市民，結果與過去的一些
研究和數據指標大致脗合。本報過
去數年亦報道不少社會上的貧窮情
況，包括於疫情期間實地調查有基
層因捱餓而不得不硬頭皮於美食
廣場或連鎖快餐店內，以殘羹剩飯
充飢的苦況。現在疫情消散，情況
明顯改善。但港大社會科學學院之
前的一項研究按貧窮總人數推算，
本港約有 100 萬人面臨「糧食不安
全」風險，遠高於整體食物援助業
界每天平均服務的約10萬人。

零售消費市道疲弱，有不少食肆停
業或減少捐贈過剩食物。加上全球極端
天氣頻仍，主要糧產區產量大減，俄烏
之間及中東地區間的衝突亦令糧食供應
不穩，市民有必要居安思危。然而，本
港貧富差距擴大，食物浪費情況嚴重。
環境及生態局今年5月表示，現時本港
每日平均產生廚餘多達3,330公噸。這
些廚餘大部分送到堆填區，十分可惜。
事實上，本港有不少有愛心的團體如
「食德好」和「惜食堂」等，均一直致
力推動回收可食用剩餘食物，再重新製
作成膳食免費分發，市民應主動配合，

幫助有需要人士。
「食德好」調查亦關注到劏房居

民沒有足夠煮食設備等長期存在的問
題。現屆政府除了致力加大房屋供應
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更於上一份施政
報告中提出、並在今年初推出社區客
廳創新舉措，其內設有共享客廳和煮
食空間。期望在今年的新一份施政報
告可以做得更多，包括推出向捐贈食
物的機構或食肆提供稅務優惠，並從
法例層面消除捐贈者對食物安全法律
責任的疑慮，讓市民和企業攜手關愛
基層時沒有後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