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東方威尼斯」 之稱的大澳，除了漁村風情吸引市民旅客，陸上 「十步一
貓」 的可愛情景，吸引大批貓奴每逢假日到來 「朝聖」 ，沿途盡享 「擼貓」 之樂。
網民紛紛建言，大澳應發展成 「貓樂園」 ，可媲美內地江蘇肥貓島、日本福岡縣
的貓天堂！

有關注團體卻對大澳發展 「貓樂園」 有保留，擔心當地目前交通配套不足以應
付大量貓奴湧入，引起村民不便。不過，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發展貓島機不可失，前

提是做好規劃配套，可為旅遊業界與村民帶來雙贏。

大澳是一條小漁村，以出售海產及相關物品馳名，以
往不少商店都會餵飼貓隻來捉老鼠，在沒有絕育的情況
下，貓咪家族不斷繁殖，高峰期曾有過千隻。據知大澳現
時約有近百隻貓，有的被飼養在屋內，但大部分在街上流
連，都是放養和流浪貓，居民都稱牠們為 「社區貓」 ，這
些社區的守護者，居民視如家人，牠們亦變身成大澳的另
類 「原居民」 。

街頭貼海報：「切勿隨便摸我」
大公報記者日前中午到達大澳，經過大涌橋一排賣乾

貨的店舖，見舖內的貓兒正在睡午覺，再往前至分叉路
口，轉左往石仔埗街大澳消防局附近，即見三隻貓兒在路
中心 「撒嬌」 、討遊客摸摸，消防局外放置一個由義工提
供的糧食箱，有義工定時餵食，而消防局對出的屋上還有
大型貓壁畫。

沿分叉路口右轉，便來到大澳最旺的吉慶街，兩旁設
有各式各樣餐廳的道路上，亦有各種花紋、媚態的貓兒躺
在地上 「攔路」 ，街坊和遊客都很樂意和貓玩耍和打卡。
然而，大澳的街頭不時看到 「請各位切勿隨便摸我」 的海
報，屬於對遊客的善意提醒，雖然大部分的貓咪都很友
善，但仍有不愛被摸的貓會反過來抓人。大澳每行前十步
都總會遇上貓兒，吉慶街上有一所大澳流浪貓之家，義工
會定時派糧、替貓絕育、照顧病貓，更有暫養流浪貓。

村民憂遊客太多交通難負荷
大澳文化協會董事張志明表示，早年大澳鼠疫嚴重，

漁民養貓以防鼠患，稱之為 「金獅」 ，而早年漁民養
貓只為功能性，不會替其打免疫針及絕育。由於
早年的郵政局局長愛貓，故郵局前或部分區域
聚集一些貓兒，及後貓隻繁殖迅速，因而有
自願組織在不同區域管治貓隻，並作絕育，

現時貓隻數目得以控制，亦獲大部分居民接受。
近年受社交媒體影響，不少人來大澳玩貓，惟張志明

對於大澳發展為 「貓樂園」 有所保留。他提出並非所有居
民都接受貓，若島上出現大量貓隻，將需要更多資源作管
理，現時的人力及物力相信難以應付。另外，現時大澳已
有大量遊客前來，若再加上貓的元素，相信相關交通及配
套更難負苛。

「大澳成為貓樂園是一個可行的旅遊發展。」 立法會
議員管浩鳴表示，大澳若發展成一個 「貓樂園」 ，可以集
中管理流浪貓問題，也可作另類教育，教導小朋友愛護動
物，同時帶動當區的旅遊發展。但他坦言，若要發展 「貓
樂園」 必先發展大澳內相關配套，以及加設人手及資源跟
進貓隻問題。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亦指，大澳旅遊發展的
元素已屬多元化，在上址某些合適的區域加設動物的元
素亦無妨，但必須先考慮當地居民對此是否認同及可有
發展空間，而上址交通及旅遊配套方面亦要作相應的配
合。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劉子康

除了大澳是一個
「貓樂園 」 ，《大公

報》早於2017年報道邊境
沙頭角亦有一個 「貓島」 ，相

傳早年有私梟偷運一批貓咪來港，途中遇水
警追截，私梟為求自保，將貓扔入大海，可
幸數頭小貓絕處逢生，游上與陸地隔絕、沙
頭角邊境禁區的防波堤，多年來貓咪在 「孤
島」 上繁育後代，由當年三隻未經絕育的貓
兒，一年後開枝散葉至多達50隻。

安排絕育控制數量
由於上址四面環海，日曬雨淋，貓兒

如何能生存下來？有動物義工透露，有善心
漁夫每日到防波堤登艇出海前，都放下貓糧
和食水，而聰明的貓兒也懂得在炎夏烈日或
暴風冷雨來襲時，鑽進堤壩石縫中躲避，因
而得以不斷繁殖。然而漁夫餵養了一年後，
擔心貓隻以幾何級數暴增，又想到若自己生
病無法餵飼，恐怕貓群餓死。事件傳到愛護
動物協會和居禁區的動物義工耳中，展開大
型 「捕捉、絕育、放回」 行動，成功捕捉貓
咪絕育，控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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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愛貓，貓奴更遍
布全日本，因而日本有多個

「貓島」 ，例如宮城縣的田代島、神奈川縣的
江之島、愛媛縣的青島、福岡縣的相島及熊本
縣的湯島等，島上的貓兒比人還要多，貓奴讓
群貓圍繞，想必會被其融化。

相島餐廳貓兒陪食
相島在2013年時曾被美國媒體CNN評選

為世界五大貓島之一，該島四面環海，而島上
有近200隻貓，在街道上隨意自由走動，所以

遊客在島上散步，隨處都能遇到貓兒。然而島
上規定禁止遊客餵貓，但貓奴不會因此而失
望，因為上址大部分貓兒都很 「親民」 ，喜歡
親近人類，不少會主動走上前 「撒嬌」 ，還可
隨便 「任摸」 ，場面非常治癒。

遊客可選擇乘船到相島，當船泊岸，已可
看到數隻貓兒前來 「迎賓」 ，而且相當親人。
如果想找地方吃飯休息，相島上有幾間餐廳，
分別為居酒屋、刺生定食、日式洋食以及咖啡
輕食，遊客在用餐的同時，隨時看到可愛貓兒
的身影，甚至會有貓兒一同陪食。

日本貓貓化身旅遊大使
他山之石

大澳打造貓樂園？
十步一貓超可愛 遊人假日湧往打卡

議員：需有規劃配套

掃一掃掃一掃 有片睇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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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 「擼貓」 的貓奴多
想自備貓糧等食物來 「進
貢」 給貓咪，但義工們每日
都會餵貓，如果有十個遊客
都餵同一隻貓，牠當日變相食
了十一餐，這樣不但會令貓貓
變肥，還會因此而生病，最常見
為腎病，故不應餵貓。

1

不要亂餵貓隻

牠們都是原居貓，在大
澳生活得自由自在，並已對生活環境十分

熟悉，和街坊有着深厚感情，故不要隨便抱走
貓帶返家。

2 不要將貓隻抱走

由於不是每一隻貓都愛被摸，過往亦曾發生遊客被
抓傷，貓的動作十分快，因此請大家不要隨便摸貓，以免發生意外。

3 不要隨便伸手摸貓

水鄉歷史悠久 豈止鹹魚蝦膏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北

岸，三面環山，西面向着伶
仃島，早年因地理的關係，漁業發展興盛，是
本港一條歷史悠久的漁村。大澳居民被稱為水
上人或蜑家人，為以捕魚為生作業於華南沿海
的漁民。

隨着歲月轉移，大澳的一些傳統行業，例
如捕魚、產鹽和耕種，已經逐漸式微。年輕一
代大部分已遷離大澳，出外尋找較佳的就業機
會。當地經濟現時依賴小規模捕魚活動和以遊
客為對象的小生意買賣。上址人口約為2000
人，並以老年人居多。

端午遊涌國家非遺
然而，在大澳內還藏有不少亮眼的 「寶

藏」 ，當地除了鹹魚、蝦膏及鹹蛋黃聞名，還

有一間間架於水上、由葵葉及鐵皮構成的棚
屋；更有失傳已久、價值可達30萬元的奧魚
鰾；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端午
節的傳統活動大澳遊涌；加上大澳不時有中華
白海豚出現，遊客在合適的時段可與牠來個
「最美的邂逅」 。

漁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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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在2017年曾報道沙頭角 「孤島
貓」 故事。

▲大澳環境優美，貓隻在此生活自得其樂。

▼大澳有東方
威尼斯之稱，
沿岸而建的棚
屋更是世界知
名。

▲▲街上有告示街上有告示，，提醒旅提醒旅
客不要私自餵飼貓隻客不要私自餵飼貓隻。。

▲▲
▼▼

一
踏
上
大
澳

一
踏
上
大
澳
，，
沿
途
就
可
見
到
十
分
多
的
貓
咪

沿
途
就
可
見
到
十
分
多
的
貓
咪
，，
懶
洋
懶
洋

洋
地
享
受
日
光

洋
地
享
受
日
光
，，
是
貓
奴
的
打
卡
聖
地

是
貓
奴
的
打
卡
聖
地
。。

新聞
熱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