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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灣鱷貝貝現時棲息於香港濕地公
園。

小灣鱷貝貝 捉迷藏七個月
香港並非鱷魚的棲

息地，但過去亦曾有市
民在本地發現鱷魚。在2003年11月2
日，有市民在香港新界西北的山貝河發
現一條雌性小灣鱷，有專家估計其是被
非法進口及飼養，然後將其放生。漁護
署於發現鱷魚後，先後邀請澳洲鱷魚專
家John Lever及有 「番禺鱷魚釗」 之
稱的何展釗來港協助捕捉鱷魚，首次行
動時河岸邊更聚集逾300人，希望親眼
目睹捕獲鱷魚一刻，惟鱷魚多次逃脫。
經過七個多月的交鋒，漁護署終於在
2004年6月10日，成功以自製的 「土炮
套索陷阱」 將其捕獲。

小灣鱷的出現曾引起市民關心濕
地生物的保護。經一項全港市民的命名

比賽，從1600個提名中選了
「貝貝」 為小灣鱷的名字，

評審團認為 「貝貝」 的名字有趣、活潑
而易記，適合在山貝河發現的雌性鱷
魚。貝貝於2006年8月15日遷入香港濕
地公園的 「貝貝之家」 ，戶外活動範圍
達72平方米，設有水池、紅外線暖
爐、電熱板和電子磅。貝貝現時常在戶
外水池暢泳，與參觀濕地公園的市民見
面。 大公報記者古倬勳

話你知





事發在昨日下午12時53分，警方
接獲八鄉蓮花地秀麗苑一名居民報
案，指在家外發現一條長約一至兩米
的鱷魚，警員接報到場後證實有鱷
魚，警方封鎖現場，通知漁護署派職
員及獸醫到場協助捕捉。從外觀來
看，該條鱷魚腹部脹大，外觀健康，
牠當時趴在枯葉堆無太大動靜，不時
擺頭和移動四肢，現場是一處住宅外
地方，有圍欄包圍，該鱷魚的品種及
來源需進一步了解。

一度逃脫鑽入溪澗
在下午約4時許，再有多名漁護

署職員到場，亦有人手持麻醉槍，其
中一名戴勞工手套，穿着水鞋的男
子，爬梯越過圍欄潛入被封鎖的鱷魚
所在範圍，嘗試徒手捕捉鱷魚，惟鱷
魚懷疑因為受驚，在男工跑來時立即
鑽進溪澗。直至下午約5時半，警員及
漁護署職員合六至七人之力成功捕獲
該條鱷魚，其間鱷魚不斷掙扎，漁護
署職員用布綁住其嘴巴及四肢，避免
攻擊人，然後將其放入鐵籠再由車運
走。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表示，於昨
日下午3時得知新界八鄉發現一條約一
至兩米的鱷魚，原生品種的鱷魚不應
在香港本地出沒，不排除是經非法走
私進口的灣鱷，但亦需近距離觀察鱗

片排列，掌握年齡等資料才能準確判
斷。灣鱷主要分布在菲律賓、印度、
柬埔寨等地，體長可達7米，為現時最
大型的鱷魚，會獵食大型哺乳類動物
如牛、羊、豬。

天氣回暖外出覓食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領養部幹事

黃朗研估計，該條鱷魚有可能是趁最
近天氣回暖，再加上八鄉郊區有些村
民亦有養羊，於是外出覓食。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表示，香港
並無本地鱷魚，相信此鱷魚很大可能
是非法飼養及走私進港。

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鱷魚屬於一級或二級瀕
危，任何人飼養、管有或出入口都必
須先取得當局許可，但香港近年平均
幾年就會發現鱷魚，反映走私問題仍
然存在，希望相關部門加強打擊。如
果市民發現鱷魚，要保持冷靜，可慢
慢向後移動離開，切勿太大郁動及攻
擊鱷魚。

黃朗研建議政府除了要加強打擊
走私瀕危物種動物，亦要向市民加強
教育及宣傳，從合法途徑購買寵物，
避免購買無合法許可證的動物，但最
好的方法仍然是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
購買，只要沒有買賣便能有效阻止非
法的動物走私及買賣。

香港再發現野生鱷魚！昨日下午近1時，有村民在八鄉發現約1
至2米長的野生鱷魚，警方及漁護署派員到場協助處理將其捕獲，其
間該鱷魚一度逃脫，至下午5時半由警員及漁護署職員合力制服。

香港曾在2003及2019年分別有市民在元朗南生圍及大埔新娘潭
發現鱷魚。有專家指出，原生品種的鱷魚不應在香港出沒，估計很
大機會是非法走私的物種，又提到香港近年平均幾年就會發現鱷
魚，反映走私問題仍然存在，希望政府加強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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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
•一名女村民在元朗南生圍發現一
條雌性小灣鱷，漁護署用了七個
多月將其捕獲，並改名為貝貝，
2006年讓牠遷入濕地公園生活。

2012年12月
•一隻極度瀕危、身長約一米的暹羅鱷
被遺棄在大埔垃圾站內一
個玻璃缸，幸獲嘉道理農
場暨植物園野生動物拯救
中心救獲。2017年8月運送
至新加坡動物園長居，當時身
長約1.8米，體重24.8公斤。

2014年8月
•一隻暹羅鱷被棄置在元朗，身長約50
厘米，幸獲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野生
動物拯救中心救獲。2017年8月運送
至新加坡動物園長居，當時身長74厘
米，重1.14公斤，比初生時重18倍。

2019年1月
•一名市民在新娘潭的溪澗處發現一條
小鱷魚，將其交予漁護署郊野公園。
該條鱷魚屬暹羅鱷，長約一尺，重約
0.2公斤，獲安置於漁護署轄下的動物
管理中心。

▼元朗八鄉發現鱷
魚，趴在民居外的枯
葉堆上，不時擺頭和
移動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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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

港燈特別回扣 本月燃料費凍結
【大公報訊】港燈昨日公布，隨

着國際燃料價格自年初起回落，港燈將
於五月份推出 「燃料費特別回扣」 ，由
原本上調1.1仙，至每度電91.7仙，凍
結在四月的水平，維持每度電90.6仙。

維持每度電90.6仙
港燈發言人解釋，隨着國際燃料

價格自年初開始回落，港燈燃料調整費
升幅亦明顯放緩，5月份每度電的燃料

調整費按機制應上調1.1仙，至每度電
91.7仙。不過考慮到近月的燃料價格走
勢，相信燃料調整費可望在今年年中回
落，港燈決定以回扣方式，把五月份用
戶需繳交的燃料調整費凍結在四月水
平。

另一方面，港燈說與中電合作發
展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將於年中投
產，有利購買價格具競爭力的天然氣，
有助控制燃料成本。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
深水埗昨早發生連環劫案，一名35歲
男子在半小時內先後在四間店舖持剪
刀打劫，警方同日於北河街拘捕疑
犯。

警方昨早10時12分接報，一名35
歲男子手持一把20厘米剪刀闖入大埔
道47至49號地下便利店，指嚇店員交
出財物惟失敗逃去，店員其後報警，
該男子再闖入長沙灣道19號一間便利

店行劫，成功劫去1000港元，半小時
再先後南昌街89號地下餅店以及汝州
街263號便利店用剪刀指嚇職員行劫
未果，汝州街便利店33歲女職員曾遭
剪刀襲擊左手臂，造成三厘米紅痕，
送往明愛醫院治理。警方翻查閉路電
視迅速鎖定疑犯，上午約11時在北河
街及荔枝角道交界將他拘捕，於他身
上搜獲一把涉案剪刀，他報稱無業，
現時被扣留調查。

半小時劫四店 剪刀賊被捕

▲深水埗四間店舖昨日在半小時內先後被
賊人持剪刀行劫。

香港過去香港過去
發現鱷魚紀錄發現鱷魚紀錄

八鄉驚現鱷魚 漁署警方聯手生擒
專家料屬走私進口 盼政府加強打擊

改善勞工權益黃金周新特點 融合發展新氣象

聞風

復常後的首個五一黃金周，香港迎
來了久違的熱鬧。預計約60萬內地遊客
南下，將為香港經濟復甦帶來強勁動
力。從連日來的觀察所得，此次黃金周
有兩個顯著變化值得關注：一是旅遊模
式不同以往，購物不再是遊客唯一目
的，文化自然等深度遊漸成主流；二是
旅遊市場運作更順暢，兩地民眾的了解
日益加深，和氣生財、共同發展展現新
氣象。香港各界應以此次黃金周為契
機，不斷提升服務質素，鞏固競爭力。

內地遊客是訪港遊客的主力，以
2019年為例，相關數字佔了所有遊客人
次的78%以上，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
利益。而一直以來，內地遊客訪港的主
要目的，都是以購物和觀光為主，購物
又往往排在首位。正因如此，每到黃金
周，內地遊客 「爆買」 、 「豪購」 等字
眼成為傳媒報道關鍵詞。但隨着內地經
濟快速發展，以及民眾旅遊消費習慣的
變化，內地遊客來港的目的也在朝多元
轉變。

根據旅遊業人士預計，此次黃金周
訪港的60萬內地遊客中，約八成為自由
行。事實上，以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

為例，遊客到山頂、海洋公園等地 「打
卡」 的人不少，但受到點讚的內容，往
往是與文化自然深度遊有關的人文之
旅。連日來，到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
M+等排隊的遊客絡繹不絕，到長洲等
離島觀光的渡輪也是人滿為患。這都說
明，內地遊客不再滿足於簡單的購物，
而是需要更多元和有深度的文旅資源才
能滿足其需求。有關部門應積極思考，
如何因應這種新變化，打造更具吸引力
的旅遊路線和產品，以強化香港的旅遊
中心地位。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在於，黃金
周更為和諧順暢。毋庸諱言，以往每到
黃金周旅遊旺季，都是投訴的爆發期。
內地遊客投訴貨不對辦、服務態度惡
劣，甚至遭到欺詐；本地居民又對大量
遊客的到來而感到不便，甚至埋怨生活
受到影響，在一些政客操弄之下，抗拒
甚至抵制黃金周。但從近日情況來看，
雖然仍有零星的不愉快事情，但總體運
作情況良好，令人鼓舞。

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根本原因在
於，香港總體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在
中央支持之下，香港實現由亂到治，正

邁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而經歷黑暴以
及三年多的疫情打擊後，港人對安寧發
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更加珍惜來之
不易的發展局面，全社會都在聚焦抓機
遇、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而沒有了反中亂港分子的煽動、挑
撥，少了別有用心政客的抹黑、醜化，
再加上特區政府的積極作為，黃金周回
歸本應有的正常環境，香港的發展走上
了健康的軌道。一個更有活力、更精
彩、服務更好的香港，自然更能吸引內
地遊客來訪。

今年的五一黃金周別具意義，這是
香港加快復常步伐、鞏固提升區域旅遊
樞紐的 「黃金開端」 ，也是香港各界團
結一致抓機遇、謀發展的又一有力標
誌， 「愛國者治港」 展現出蓬勃生機和
強勁發展勢頭。

當然，我們也應冷靜地看到，香港
旅遊市場發展仍有不少短板，特區政府
有關部門及業內人士要總結經驗，主動
作為、積極探索如何提升服務質素、拓
展新的旅遊資源，為未來全面復常後的
更大市場做好準備，吸引更多包括內地
遊客在內的全世界遊客來港。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由今日
起，香港法定最低工資上調至40
元。另一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
日前宣布，將於兩年後的今天，
正式取消強積金對沖。這些實質
性動作都在說明，特區政府對改
善勞工待遇很重視，值得肯定。
但同時也要看到，香港勞工權益
仍面臨許多問題，需要更積極、
更果斷的舉措。

就拿最低工資來說，現行法
定最低工資政策採取 「兩年一
檢」 ，令最低工資水平長期 「跑
輸」 通脹，多年來已引來不少詬
病。對上一次調整最低工資，還
是四年前。四年過去，香港的累
計通脹已達8%，而最低工資只是
微升至40元，與通脹相比，相差不
是一丁半點。

政府之所以設立最低工資，
是為了防止打工仔工資過低，陷
入貧窮或被資方過度剝削。但即
使現在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40元，
也與香港勞工市場現實嚴重脫
節，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更

是處於極低水平。不論從哪個角
度，都需早日作出改革。

正如不少意見所提出，政府
要調整思路，不能繼續用 「中
立 」 、 「大市場小政府 」 作理
由，僵硬地死守所謂的程序進行
檢討。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最低工
資水平的商討，也要提高透明
度，如轉以方程式計算，讓商界
提早做好準備，減少反彈。

除了最低工資以外，香港的
勞工政策仍有不少漏洞。例如，
一些競爭力低的勞工如外判清潔
工，不僅收取最低工資，工作環
境也非常惡劣，長期被忽視；而
香港屢屢發生地盤致命意外，說
明相關法例缺乏足夠阻嚇力；此
外，一些輸入勞工面臨層層剝削
等問題。政府應積極檢討現有政
策，研究在相關合約中收緊要
求，加強對勞工權益的保障。

保障勞工權益，就是保障香
港發展，這是包括特區政府以及
勞 資 各 方 的 共 同 責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