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共有43個免費露營地點，分別
由漁護署及康文署管理，其中漁護署轄
下有41個，康文署兩個。這些由政府管
理的合法郊野露營地，環境優美，地勢
平坦，大多配有標準洗手間，惟因疫情
關係，至今全部未解封。

東龍島「營地」變沙地
疫下封關多時，本地遊成為不少市

民的假日消遣選擇。一年多來，大批市
民湧往郊野露營，尤其是風景秀麗、地
勢平坦較適合露營的地方，常常營滿為
患。非政府管理的東龍島大草坪和大嶼
山大東山，更成為營友集中地。每逢周
末或假日，野營處處，山頭野嶺布滿帳
篷和郊遊人潮。

大公報記者上周末到東龍島大草坪
實地了解，發現原本長滿青草的大草
坪，在絡繹不絕的遊人及露營者踐踏下，
早已面目全非，露出大片大片的黃沙。

現場約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平地上，
堆滿了60多個大大小小的帳篷，露營者
近200多人。入夜後，四處可見露營者
非法生火煮食的爐火，也有人就地取材
折木取石，直接在草地或沙地上砌爐生
火，夜空中瀰漫着食物的味道和歡聲笑
語，防疫意識早拋諸腦後。不過，秋高

氣爽風大，一旦不慎打翻爐頭，或火星
飛濺引燃乾草或帳篷，隨時火燒連環
營，後果不堪設想。而且遊人一多，山
上山下不時見到遺下的垃圾。

有在島上經營士多的店東指出，東
龍島近年一直有不少遊人，疫情前後分
別不大，島上主要做行山客生意，遊人
多垃圾亦多，尤其是露營者造成的垃圾
問題存在多年。垃圾不時把廁所塞爆，
亦吸引野豬翻找食物，搞到亂七八糟。

營友防火災意識低
一名曾到該島多次露營的陳生說，

覺得衞生狀況可接受，曾見過其他營友
用炭或木柴生火煮食，相信事後會把火
淋熄，改用gas爐煮食就不會燒到草
地。有三年露營經驗的潘小姐表示，近
年多人露營，對生態和環境都有影響，
特別是塔門和東龍島，周圍都有垃圾。
她又說，使用gas爐
時會加防火席圍着以
保安全，不過如遇大
風一樣有危險。也有
露營者聲稱識得用
gas爐煮食，不覺有
危險，無想過會 「引
火燒山」 。

受疫情影響，港人無法外遊，不少
市民假日喜到郊野露營，惟特區政府因應
防疫需要，至今仍未開放指定的合法

露營區。不少市民無視生態被破壞，湧
到郊外的非露營區去露營，並衍生出不少問

題，如踐踏破壞草坪、就地取用石頭築爐灶，折
取樹枝非法生火煮食，致 「營地」 寸草不生，不
但破壞環境，隨時引火燒山甚至火燒連環營。

再者，大量人群聚集 「營地」 脫下口罩吃
喝玩樂，亂棄垃圾，令病毒傳播風險大增。據
漁護署資料顯示，自去年七月封閉合法露
營區至上月，已對逾千名違規露營及燒
烤的人採取執法行動，檢控數字比疫情
前多出31倍。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文） 調查組（圖、資料搜集）

囤積垃圾

▲不少到東龍島露營的人無自行將垃圾帶走，令島上囤積
大量廢物。

▲直接在草地或泥地上生火，會傷害泥土內的生物和附近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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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眾海灘開
放及上月舉行馬拉
松萬人公開賽後，

有行山團體上月中旬在社交平台發起
聯署，促漁護署逐步重開163個燒烤場
及41個露營地點。聯署至本月2日結束
獲逾5500人簽名支持。

聯署內容表示，疫情緩和，市民
疫下對露營意欲高企，即使明知犯險

亦心存僥倖嘗試。因私人營地有限，
且花費高昂，市民寧冒被檢控風險，
前往非指定露營地點或仍然關閉的營
地，甚至到不受漁護署及康文署規管
的熱門營地露營，例如屬私人土地範
圍內的私人營地或塔門等郊區地方。

聯署認為，大多數非指定露營地
點沒有洗手間、垃圾桶等公共設施，
造成部分露營者隨處便溺、隨處棄置

垃圾等，影響公共衞生，破壞生態，
建議逐步開放指定露營地點。

漁護署本月13日回應有關團體時
表示，近期本港疫情個案雖然維持低
水平，但全球疫情仍嚴峻，有必要保
持防疫警覺。該署現時未有計劃重新
開放上述場地，會繼續檢視關閉場地
的安排，當露營地點能重新開放時，
會盡快在網站及社交平台公布。

島民勞氣

疫下露營者塞
爆東龍島大草原及
大東山，惟在郊野

地方露營及生火隨時會被檢控。根據
香港法例的《林區及郊區條例》，任
何人在林區、植林區或郊野範圍內或
附近，非法生火或用火即屬犯法，違
者最高可被罰款25000元及監禁一
年。

疫下合法露營區關閉期間，任何
人均不得進入營地圍封範圍，亦不得
在郊野公園或特別地區內露營或建立
帳幕或臨時遮蔽處。據《郊野公園及
特別地區規例》，任何人在非指定燒
烤地點或露營地點生火或用火，即屬

違法，違者最高可處罰5000元及監禁
一年。

同時，任何人不得在郊野公園或
特別地區內，攜帶或管有任何燈籠、
煮食爐或其他同類的用火器具，包括
任何照明彈、火焰槍、火氣球等，亦
不能在以上區域範圍生火或用火，又
或留低任何火種，如拋棄的火柴、燃
點的香煙、灰燼等。

據漁護署向傳媒公開的資料，自
去年7月15日封閉場地至今年10月
底，共向逾1100名違規露營及燒烤者
採取執法行動，檢控數字比疫情前
（2018/2019年度）的35宗相比，多
出31倍。

加強執法

林區生火違法可判監

新聞
焦點

疫情仍嚴峻 營地暫不重開

假日士多老闆李小姐：
「來露營的人成日放啲垃

圾喺我呢度，今朝又有人放咗一大袋
喺度！我好心開放廁所畀大家用，係
方便大家，都寫咗唔好掉紙落去，始
終都係有人掉紙搞到塞咗！整咗我十
幾萬呀！真係好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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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徑燒烤場82食客犯聚被票控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荔景九

華徑燒烤場無牌經營超過18年，政府部門雖
然多次掃蕩，甚至懸掛 「切勿光顧九華徑無
牌燒烤場！違者將被檢控」 警告橫額，但情
況未見改善。警方與食環署前晚（19
日）突擊行動，掃蕩兩個位於九華徑涉無牌
經營燒烤場，拘捕17名負責人及職員，另有
82名食客涉 「犯聚」 被票控，並向727名食
客發出警告，以每人罰款5000元計算，82
人共罰款41萬元。

警員到場時，發現燒烤場假裝成持牌食
肆，門口貼有 「安心出行」 二維碼，並向顧
客訛稱燒烤場屬 「B及C」 類食店，但其實
是無牌經營，有詐騙之嫌，遂以涉嫌 「欺
詐」 及 「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 拘捕17
名燒烤場負責人及職員。

食環署同時以涉嫌 「無牌經營食物業」

及違反防疫限制拘捕兩名燒烤場負責人。並
向違反 「限聚令」 的82名食客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該17名燒烤場負責人及職員已獲准
保釋候查，須於12月中旬向警方報到。

一晚生意額可逾14萬 毋懼罰款
警方亦向場內涉嫌觸犯 「限聚令」 的

727名食客發出警告，同時在附近一帶發出
18張交通定額告票通知書，並拖走一輛對道
路造成嚴重阻塞的私家車。

警方指出，涉事無牌燒烤場並無相關食
肆、製造食物及消防等牌照，而在疫情嚴峻
期間亦罔顧防疫規定，對公眾健康及安全造
成一定風險。燒烤場經營時發出的燒烤氣味
及噪音嚴重影響附近居民，同時亦嚴重阻礙
附近一帶交通。

食環署表示，一直關注九華徑兩個燒烤

場涉無牌經營食物業的情況，並經常採取執
法行動及突擊拘控。過去一年（去年11月至
今年10月），食環署向九華徑兩個經營無牌
食物業的燒烤場負責人共提出42宗檢控，包
括26宗拘控。就已定罪的個案，最高及平均
罰款分別為50000元及18346元，當中有八
名被告更被判處監禁四星期。

根據九華徑燒烤場網站簡介，周五晚上
每人收費198元，警方執法期間共有727人
在場耍樂，換言之，燒烤場僅一個周五晚上
的生意額已至少有14.3萬元，遠超於無牌經
營食肆及違反防疫規例的最高罰款，利潤龐
大，有關執法力度與罰則未能嚇退燒烤場。

此外，涉事兩個燒烤場位處九龍區，距
港鐵美孚站僅約10分鐘路程，相當吸客，城
中不少名人甚至有前高官都曾是座上客，被
市民 「野生捕獲」 。



掃一掃
有片睇

涉無牌經營 警拘17人

搞到塞廁所

垃圾量大增
泰肥仔士多老闆：
「以前每逢過時過
節或周六、日，來

露營的人都會將大量垃圾留在山上；
依家稍好，會攞返落山，但垃圾仲係
多。」

▲警方掃蕩九華徑兩間無牌燒烤場，票控82名 「犯聚」 顧客，並向727名食客
發出警告。 警方圖片

▶疫下合法露營區被全數封閉，
東龍島大草坪每逢周末及假日便
湧現大量帳篷。

草坪變沙地

不宜鬆懈

非法露營露危機
隨時惹火惹官非

折木生火踩禿草坪 檢控大增31倍

生態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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