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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門遊人踩禿草地

餓極吞膠袋塞腸胃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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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牛義工籲勿餵飼
免失去覓食本能

農耕式微 開荒牛後代變流浪牛

▲塔門寸草不生，流浪牛覓食困難，部分更直闖帳篷，見有膠袋就探頭取食物。

救

▼

有牛隻飢不擇
食，把搶來的公
仔麵連包裝袋一
併吞下，最後因
無法咬爛膠袋而
吐出。

▼

有黃牛被漁護
署戴上裝有GPS
的粗大頸箍後，
經常不適擺動頭
部，情況甚為可
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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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疫下關閉無練習 泳隊學生暴肥50磅

▼近年塔門迫滿
遊人和露營者，
原本綠油油的塔
門弓背山坡的大
草地，已被踐踏
得寸草不生。

斷糧
慘死

對於塔門牛群從何而
來，坊間有不同說法，有
指是漁護署由他處遷徙來

的，也有指是島上農耕時代的牛群後代，
遭遺棄後成流浪牛。

村長心痛草坡成沙泥地
漁護署回覆《大公報》指，島上一直以來都有牛

隻棲息，該署從未將任何牛隻送往塔門。為防止黃牛
接觸或翻找收集點內的垃圾，相關部門已為島上的垃
圾收集點加設鐵欄，該署會繼續與相關部門保持聯
絡，適時檢討相關設施的成效。

在塔門做了30多年村長的杜房九（圓圖）表

示，島上的黃牛是20多年前農耕畜牧式微
後，被村民遺棄的開荒牛後代。杜欣賞義工
的護牛行為，他對綠草如茵的大草地被踩成
寸草不生的沙泥地感到心痛，希望遊客不要
破壞島上良好的生態環境。

退休後搬回島上居住的杜太表示，去年
冬季乾旱，牛群缺糧缺水很可憐，她獲悉有

幼牛誤食膠袋而死，特意在屋外掛上告示提醒並教導
遊人如何對待牛隻的方法。

到塔門遊玩的周小姐表示，20多年前來塔門玩
時， 「山頂觀景亭」 前是大片綠油油的草坡，但今非
昔比，感到很可惜。她認為，遊人應遵守郊野公園守
則，不要接觸和餵飼動物，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用完被棄

掃一掃
有片睇

目前全港約
有200多名牛義
工，幫助這批開

荒牛後裔。 「大嶼山愛護水牛協
會」 創辦人何來表示，流浪牛相當
懂性，牛隻若感到有病或將近死
亡，就會自行找一處無同伴的地方
休息或等死，猶如 「自我隔離」 ，
直至康復後，才會重新加入牛群。
每次餵草時，義工若發現見慣見熟
的牛隻突然不見了，就會很擔心，
直至再見牠們現身才會心安。

有義工表示， 「牛隻吞食膠袋
無法消化，長年積聚在胃內，腹
部會明顯脹大並偏向一邊，根本
無得醫，最終只能聽天由命」 。近
年多區都有牛隻因吞食膠袋導致腸

胃梗塞而死，何來呼籲市民不要餵
飼及觸碰牛隻。因為當牛隻或幼牛
頻繁接觸人類，就會失去獨特的氣
味，幼牛或會因此被母牛遺棄，改
向人類討吃而間接導致死亡。此
外，牛群習慣被人餵食後，就會
變得依賴，漸漸失去野外覓食能
力。

義工斥政策多年無進步
何來批評政府對流浪牛的政策

多年來沒有進步，雖然停止了過去
捉到流浪牛即送屠房撲殺的政策，
但當牛生病或受傷時，結果往往是
人道毀滅。現在大嶼山的牛隻救援
工作，都由義工團體處理，而非報
漁護署處理。

好心做壞事

位於西貢以北的塔門，近年成為市民的離島遊熱點，
惟該處的大草地隨着遊人日增而嚴重沙漠化，寸草不生，
20多隻以島為家的流浪牛過着食無草、飲無水的生活，被
迫向島上遊人討吃。牛隻在飢不擇食下，經常出現將食物
連同膠袋吞下的情況，大嶼山和塔門分別發生牛隻長期吞
膠袋造成腸道阻塞慘死事件。牛義工團體批評政府流浪牛
政策多年來沒有進步，任由流浪牛自生自滅，受盡折磨，
當牛生病或受傷時，往往便遭人道毀滅。流浪牛的慘況令
不少市民痛心，紛紛發出 「救救流浪牛」 的呼聲。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文） 調查組（圖）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
道：本港昨日沒有出現新冠肺炎本
地確診個案，市民冀望「清零」之
際，一名正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
檢疫的36歲美國籍男子無視疫情，
短短四天內第三度試圖偷走，所幸
職員及時發現並報警。警員趕抵現
場將美漢制服，其間他情緒激動，
隨後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

情緒激動被制服
據了解，企圖偷走的美國男子

於本月19日從韓國首爾抵港並須進
行21天強制檢疫，他到港前已預訂
酒店隔離，但因到達酒店後未能順
利付款而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有
指該美國男子於本月20日入住竹篙

灣的房間後，不時亂掟房內枱櫈和
水樽等，上周三及周五更兩度試圖
逃離檢疫中心，但未能成功。

及至昨日上午約10時，該美國
男子帶同行李再次擅離房間而被職
員發現；職員曾上前勸阻，惟美漢
情緒激動，雙方對峙約一個小時
後，由接報到場的警員制服該男子
並送院治療。消息指，該美國男子
以往曾多次來港，並曾涉及數宗懷
疑精神紊亂人士個案。

根據《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
檢疫規例》，除豁免人士外，所有
從中國以外地區抵港的人士須接受
21天強制檢疫。違反強制檢疫令會
構成刑事罪行，違例者最高可被罰
款2.5萬港元及監禁六個月。

美籍男圖三度逃離檢疫中心

疫情下市民無法離港玩樂，親近
大自然的郊遊成了潮流。塔門是近年
最受遊人歡迎的離島，蜂擁而至的遊
人和露營者，把塔門弓背山坡的大草
地踐踏得寸草不生。島上20多隻食無
草、飲無水的黃牛，轉而向露營者和
遊人討吃，有牛隻因長期吞下食物膠
袋，導致母子先後雙亡，也有牛隻因
討吃惹人討厭而被追趕拍打潑水，甚
為可憐。

三月中旬，大公報記者連續在周
六和周日到訪塔門，發現每日都有大
量遊人登島行山紮營，在弓背的 「山
頂觀景亭」 對開大草地擠滿了露營、
放風箏和野餐的遊人，露營的帳篷多
達50至60個；每逢公眾假期，島上的
遊人和露營者更多。

闖露營帳篷覓食遭驅趕
20多隻無草可食的黃牛散布在弓

背山頭各處。部分黃牛遊走在遊客和
露營者之間，不斷伸長條頸向遊人討
食，有的更直闖帳篷，逐個帳篷搜
尋，見有膠袋就探頭取食物，有遊人
來不及收回食物，便即時被牛隻一口
咬走吃掉。找不到食物的牛隻，在各
個帳篷間轉來轉去，賴死不走。也有
牛隻飢不擇食，把搶來的公仔麵連包
裝袋一併吞下，最後因無法咬爛膠袋
而吐出。

在牛隻不斷探營掠食中，有市民
被嚇得驚慌跑出帳篷，也有人脫下鞋
子驅趕牠們。其間一隻成年大黃牛突
然直闖帳篷內覓食，嚇到內裏的兩名
女子及三名小童不知所措；有女士脫
下長衫，大聲呼喝驅趕不斷進逼的
「掠食者」 。也有帶同寵物犬的遊

人，任由狗隻追吠牛群。人喧、狗吠
加上牛的嘶鳴，亂作一團。

塔門草地沙漠化嚴重困擾牛群生
活，在飢不擇食和遊人長期餵飼下，
牛群生活習慣改變，轉而向遊人及到
附近垃圾桶覓食，悲劇由此而生。今
年一月，有母牛疑吃下過量膠袋和垃
圾而死亡，遺下的小牛牯亦在上月離
世。

漁護署：收集數據後拆牛頸箍
本月中旬，有愛護動物人士發現

在西貢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外的大草
地，一隻耳牌編號 「531」 的黃牛被漁
護署戴上裝有GPS的粗大頸箍。該黃
牛被戴上頸箍後，經常擺動頭部及靠
向樹木摩擦頸部，似欲掙脫頸箍。黃
牛又常流淚不止，精神萎靡不振且日
漸消瘦。漁護署被質疑漠視牛隻情緒
和健康，引起愛護動物人士不滿和全
城關注。

多名網民因此致電或電郵漁護
署，要求解下黃牛的GPS頸箍，漁護
署於fb更新牛隻情況時指牠活動自如，
但會盡快完成數據收集，替黃牛拆除
頸箍。漁護署回應《大公報》查詢時
表示，現時全港只有 「531」 一隻黃牛
戴上相關GPS頸箍。該頸箍涉及一項
由該署及機電工程署合作的試驗計
劃，以 「物聯網技術」 偵測野外牛隻
位置，憑藉相關技術，協助進行 「牛
隻數量及分布普查」 ；了解部分牛隻
的行走路線及逗留地點，據此制定相
關措施，以減少涉及牛隻的交通意
外，保障牛隻安全及福利。完成數據
收集後，署方會為相關牛隻拆除追蹤
器。

▲游泳業界超過七成的泳會願意每七日一檢。
大公報記者黃璇攝

【大公報訊】記者黃璇報道：疫情
下公眾游泳池關閉近300天， 「泳界旱
災」 下，全港約4000名游泳教練接近14
個月零收入。除體院 「A級」 精英運動員
能於體院泳池繼續練習，全港校隊及泳
班只能做陸上訓練，暫停入池。有游泳
教練表示，泳隊學生體重暴增50磅；亦
有特殊學校教練稱，自閉症學生因未能
游水發洩多餘精力，晚上在家中 「扎扎
跳」 滋擾鄰居。

業界倡打兩針者可入泳池
游泳業界昨日召開記者會，逾半數

出席教練表示已打疫苗。他們希望政府
不要一刀切關閉泳池，呼籲只容許已打
兩針疫苗、或持有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
結果人士，包括市民與教練，才可入泳

池。超過七成的泳會表明，願意簽署防
疫約章，若政府提供足夠配套，願意每
七日檢測一次。

香港游泳業界關注
組業界代表姚俊健表
示，早前獲政府發放
的一次性7500元資
助，折合每日只有67.7
元，根本不足以應付日常
開支，有教練為生計轉做外
賣、裝修，還有教練將仍在供
款的單位加按套現。

Fastlane Swimming徐教
練（圓圖）稱，疫下一年無工
作，但不想放棄游水，近月每
星期都做病毒檢測，做好隨時
復工的準備。

香港游泳代表隊前成員蔡曉慧強
調，運動員的運動生涯有限，並非所有
課程都適合視像形式教學。若泳員太長
時間沒有落水訓練，體質及心理質素會
變差，游泳池長期關閉容易造成學生流
失，甚至造成運動員人才斷層現象。

▲

義工帶備清水給塔門牛
解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