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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捕鼠器的箱子背面設爬梯，上面
放滿瓜子，老鼠沿梯子爬上去，最終掉
進酒精內溺斃。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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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

食環署摸透習性 巧布叉鵝陣陷阱
智擒

街市酒池誘惑
老鼠自投羅網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戰鼠記 2

議員冀有效方法 推展至各區街市
鼠患問題在各區都有出

現，2020年網上瘋傳一段
視頻，十多隻老鼠在秀茂坪街
市的豬殼堆上開餐。 「在滅鼠
工作進行後，鼠患問題確實得
到改善，但仍能看到老鼠出沒
的蹤跡。」 觀塘區議員張培剛
期望，在各區街市試行的捕鼠
方式若見成效，可加快推展到
其他街市。

張培剛稱，以往秀茂坪街
市鼠患問題備受關注，鼠蹤處
處，秀茂坪邨也有老鼠侵入，

街坊叫苦連天。不過，近大半年，相關的鼠
患投訴明顯減少，但他認為仍有改善空間。

以秀茂坪街市為例，張培
剛說，主要是以鼠藥滅鼠，而
且種類單一，他擔心若老鼠吃
慣了，效用減低。

他認為，若有其他更有效
的滅鼠方法，政府應加快推展
到各區，他希望政府加強教
育，尤其是派發滅鼠工具時，
應向工作人員更詳細說明如何
更有效使用。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關門即時驅鼠 全面清潔消毒
要令老鼠 「無啖好

食」 ，街市的清潔必不可
少，每晚8時後，清潔人員就會以1：99漂白
水清洗地面每一塊階磚，每三個月就用1：49
漂白水洗一次。每月又會進行兩次街市內的
大清潔，這才令鼠患問題得以改善。

每晚當食環署轄下的大成街街市關門
後，另一場戰役才剛剛開始，一個個身穿圍
裙的工作人員拿着工具，在各樓層開始清潔
工作。先是用水喉打濕地面，然後將比例調
好的漂白水撒到地面，工人再推着磨地的機
器逐個地點磨洗。賣鮮肉的樓層最常受老鼠
光顧，要重點 「照顧」 ，其次是菜蔬層、熟

食中心。到工作完成的時候，用了十多年的
地面煥然一新，時間往往已來到了深夜11
時。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捕盡殺絕

擇優推廣

▲2020年的網上片段顯示，
秀茂坪街市肉檔豬殼隨意擺
放地上，成為老鼠群的大
餐。 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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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街街市
各類捕鼠器具及成效

器具

鼠膠板
毒餌（死鼠）
酒精滅鼠器
鼠籠

時間

11月-12月
10月-12月
10月6日-12月
12月

捕鼠
數量
519隻
277隻
87隻
27隻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戰勝老鼠，須摸透
牠們生活的習性，阻截牠們的 「食、住、
行」 ，讓老鼠無處棲身。街市裏出沒的主要是
小家鼠、黑家鼠，在大成街市，用的鼠餌就有
講究，現時以叉燒和燒鵝為主， 「要放什麼鼠
餌，這個研究的過程並不簡單，而且要不斷更
換嘗試。」 食物環境衞生署黃大仙區衞生總督
察黃敏君表示，以往嘗試過用油炸鬼、即食
麵，甚至是巧克力作為誘餌，如果數天觀察鼠
籠仍無動靜，就需要考慮換過一種，要抓老鼠
就要鬥智謀。

10月起用鼠膠捕519隻
除了鼠籠，去年10月起，食環署也有在大

成街市和其他街市投放鼠膠，滅鼠成效猛升，
其中在大成街市，單是11月至12月，以鼠膠
捕獲519隻老鼠。有聲音認為，老鼠在鼠膠上
掙扎至血肉模糊，甚至可能受折磨數天才死
亡。黃敏君說， 「多加人手巡查，鼠膠黏上了
老鼠，就立刻處理，避免老鼠受到更多折
磨。」

酒精捕鼠器設計有入無出
鼠膠的運用並不簡單，並非隨手一放，老

鼠便會跑過黏上。負責擺放鼠膠的工人表示，
一般鼠膠會放在牆角，鼠膠與牆角中間擺放一
些鼠餌，這樣兩邊是牆，老鼠就只能通過鼠膠
才能吃到鼠餌了。在一些檔攤的桌子下，並沒
有牆角，則要以多塊鼠膠，放成 「品字陣」 ，
中間放上鼠餌，就可以無死角捕抓。

食環署也投放新的捕鼠器材，例如酒精捕

鼠器。捕
鼠器外形是
一個箱子，箱子背
後有一條爬梯，上面放滿瓜子， 「這是按照小
家鼠和黑家鼠的食性而設置的，牠們喜歡吃瓜
子和果仁，受到食物誘惑，順着梯子爬上去，
最終掉進箱子裏，然後被酒精浸死。」 黃大仙
區高級衞生督察蔡舒菡表示，酒精除了能夠淹
死老鼠，也能消毒，由10月6日起至12月，酒
精捕鼠器成功捕滅87隻老鼠。

環境及生態局數據顯示，食環署透過多管
齊下的策略，在去年7月至12月，清理的死鼠
及活鼠總數為42114隻，較去年1月至6月的
35118隻，增加約20%，亦較2021年同期的
35812隻增加約18%。但要做到真正撲滅鼠
患，單靠政府，顯然不足。

檔戶報鼠蹤食環署即行動
「以往街市內的老鼠問題非常嚴重，甚至

可以看到老鼠爬行，老鼠會在枱商的貨物上大
快朵頤。」 大成街市枱商代表張先生是菜檔檔
販，他說政府滅鼠工作加大力度，食環署也對
檔戶增加宣傳，檔戶一發現老鼠，就可立刻向

負責單位反映，部門也會立刻行動，在疑
似有鼠出沒的地點投放鼠膠， 「尤其是最

近兩個月，真的甚少見到老
鼠。」

為了檔戶保持檔位清潔，食
環署職員加強巡查，要求檔戶每
天在結束營業後，收拾檔位內的
物品，以防老鼠覓食。蔡舒菡

稱，若發現檔戶收舖後的
衞生情況不合規格，會立
刻發出口頭警告，若數天

內沒有改善，則會發出警告
信，若持續情況惡劣，便會與檔

戶終止合約，以此加強檔
戶的衞生意識。

毒鼠餌

▼在大成街街市的老鼠
餌以叉燒和燒鵝為主。
大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預約換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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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不用角落仍然會擺
放毒鼠餌。
大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鼠膠品字陣

酒精捕鼠器美食老鼠籠

掃一掃 有片睇

有人的地方就有老鼠出沒，街市食物充足，是老鼠最喜歡
出沒的地點。政府去年8月推出 「打擊衞生黑點計劃」 ，去年
12月開展 「各界攜手，全港滅鼠行動」 ，投放新型的捕鼠
器材，布下 「酒池肉林」 陷阱，初見成效。

所謂 「酒池」 和 「肉林」 ，是
目前正在試行的酒精捕鼠器、老鼠

膠，在黃大仙大成街街市內實行三個月已滅鼠逾600隻。
有街市販商表示，以往鼠患問題嚴重，老鼠甚至在人前
出沒享餐，但近兩個月，老鼠幾絕跡。

妍之有理
屈穎妍

每20分鐘就有一人墮陷阱

如果你是駕駛者，近日開車駛
經隧道，該會留意到，電台會忽然
轉為隧道廣播，內容都是防騙訊
息，原來，只需你塞一會兒車的頃
刻，香港某個角落就已有一宗騙案
發生了。

不是說笑，早前警隊一哥蕭澤
頤在出席警察結業典禮時就說過，
香港今天的電騙網騙問題非常嚴
重，嚴重到平均每20分鐘就有一宗
騙案發生，而受害人已不再是最易
中伏的老人家、新移民，而是不分
年齡、學歷、閱歷、職業、智商，

由平民到精英、由山腳到山頂、由
幾百到幾億，一樣有得呃。

昨天又有一宗新聞，一名51歲
退休女子被網上「男友」訛稱患癌急
需醫藥費，騙去近千萬元。幾日
前，一名39歲女教師也被網上情人
騙去320萬。春節前夕，一名女會計
師亦是被網絡情人騙去2700多萬。

騙案的頻密程度、被騙去數目
的驚人程度，在資訊發達、平均教

育程度頗高的香港，實屬難以想
像。

友儕間都打趣說，現在已沒有
人打劫了，劫金行、珠寶行又要投
資買武器、又要冒險露面，做網上
竊賊，無本生大利，連絲襪笠頭都
慳返，怪不得社會上久不聞械劫
案、綁架案了。

實在值得好好研究，到底騙徒
是用什麼手段得手？被騙者又是因
為什麼心態掉陷阱？因為能被騙上
幾百萬、幾千萬的，都不會是販夫
走卒，受害人一個個不是教師、會
計師，就是律師、商人、企業高
管……這些社會上的精英階層，為
什麼會為虛擬世界中一個素未謀面
的陌生人傾盡所有？

我想起， 「佔中」 、黑暴，同
樣原理，一個個讀飽書的聰明人，
教師、律師、醫生、護士、牧師、
社工……也墮入了政治騙局，被騙
去智慧、常理、前途甚至生命。

一哥說，今年首三季的詐騙案
已有近2萬宗，較去年同期上升四
成，當中超過七成是網騙，換句話
說，的確是平均每20分鐘就有一宗

騙案發生，多到你想像不到。
因為被騙的金額一般都不少，

有些更是傾家蕩產，受害人不單被
騙財，還被騙去感情，騙去自信，
有些因家人受累，不斷自責，所以
每5個受害人就有一個有自殺傾
向。

這幾年，警方已鋪天蓋地宣傳
防騙訊息，然而，不知怎的，你有
你警告，我有我繼續被騙，大家彷
彿身處於一個思想不相遇的平行時
空，恍然大悟時，已後悔莫及。

去年能被警方截回的詐騙數
目，超過十億，截不回的，想像一
下會有多少？城市富了、社會病
了，當一個社會連精英都可以大範
圍大數量地被欺騙，這社會實在病
得不輕。

換新身份證3．3截止 必須預約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

勳報道：近期有大批市民由
海外返港辦理新智能身份
證，不少換證中心大排長
龍，入境處呼籲市民申請換
證前必須預約，不會處理未
有預約的申請，又澄清因不
在香港而未換領新證的市民
不會因此而違法。身在境外的港人可在返港後30日
內到人事登記處辦理手續。

51歲婦網戀患癌韓男被騙964萬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一名51歲已退

休女子2021年於社交網絡認識一名自稱在波蘭任職
工程師的韓國男子，他聲稱患上肺癌，需籌醫藥費
作器官移植，女事主在2021年至2022年間共轉賬
964萬元至對方的銀行戶口，其後發現受騙，上月
13日報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