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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獨特產量高

從海外種子庫尋回33本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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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復育香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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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消防處辦挑戰賽 提升灣區救護水平

香港出產的稻
米曾風光一時，後
因時代發展而式微
多時，近年本港逐

漸有人重新種稻，有民
間團體從菲律賓和美國種子庫中，找回
香港上世紀種植的33個傳統品種，並在
大埔復育，當中絲苗米在復育過程自然
變異出矮化特徵，產量高，口感接近現
代米的矮種絲苗米。團隊希望可繼續留
種推廣給農夫種植，同時建立本地米資
料庫，做好保育。

新聞
故事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消防
處昨日（13日）舉辦香港院前救護技能挑
戰賽暨論壇2024，邀請大灣區各省市、澳
門消防局、以及新加坡的民防部隊，聯同本
地的醫護人士出席論壇並進行交流。消防及
救護人員組隊伍進行總決賽，利用專業工具
及技術，為傷病者進行急救，盼循比賽交流
進一步加強及提升救護人員的技能和專業水
平。

澳門及星洲同業參與
消防處舉行的救援技能挑戰比賽，模擬

在地鐵站、貨櫃碼頭等場地，有人自焚、墮
海、工業意外，以及槍擊等事故中進行救
援，每隊參賽隊伍由一名救護主任、三名救
護員及兩名消防員組成，要求參賽隊伍在有
限的人手情況下處理多名因創傷或病理性引
發的傷病者，去年1月共有16支隊伍在消防
及救護學院參加初賽，6支隊伍晉身準決賽
需要在有限人手及壓力下，處理多名傷者，
並會以心肺復甦表現、合作性等準則評分。
今次挑戰賽決賽是在一個由持槍的恐怖分子
控制一個共有300人的演講廳，由警察反恐
特勤隊進行戰術突擊制服恐怖分子，在警察
控制現場後，兩支參賽隊伍隨即進入現場為
傷病者進行急救，最終由救護主任趙志豪帶
領的隊伍奪冠。

消防處副處長黃鎮業在頒獎禮致辭指，

今次論壇和挑戰賽令香港、大灣區各省市、
澳門和新加坡的同業進行交流互相分享經
驗，同時亦向國際展示香港消防處的急救服
務和應對的能力，期望未來繼續舉辦更多國
際性交流活動，邀請更多地區的同業專家，
在急救上進行更多的交流，彼此互相學習，
提升各地區急救服務的水平。

模擬大量傷者事故
得獎者消防處救護主任趙志豪表示，在

今次比賽他們提升了部門人員的反恐意識，
加強面對危難及突發事故時的應變能力，以
及透過模擬大量傷者事故的情況，強化了處
理各種突發事故的能力，以及刺激他們的思
維，他們會在日常工作中應用及向同事分享

今次比賽的所得，務求積極提升人員的院前
救護水平。

消防處助理救護總長唐思豪表示，今次
比賽首次加入新的元素，由救護人員及具備
先遣急救員資格的消防員一同組隊參與比
賽，藉此加強彼此的默契，消防處亦積極與
大灣區不同地區的城市加強在聯合防災、減
災、救災，以及在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故的
能力，需與內地各省市救援組織互相交流經
驗，以持續發展專業能力及增加協同效應，
並積極與內地的醫院進行進一步商討，探索
雙方未來合作的安排，以開闢更多訓練機會
予前線的救護人員參與，致力於提供最佳的
院前救護服務，期盼為各地市民的健康與福
祉作出貢獻。

◀消防處昨日舉辦
救護技能挑戰賽，
模擬在不同場地，
為傷者進行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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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尋回
香港稻米品種（部分）

花蘿蔔

旱 粘

珍珠早

白腳高糯

白穀糯米

三籼穀

齊 眉

白穀齊眉

穀 仔

水鴨粘

金包銀

花燕仔

早穀仔

黃 粘

花腰粘

絲 苗

花腰仔

鹹 滿

糯 米

港產稻米式微
漁護署助留種

資料來源： 「大地予我」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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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朝嘉慶年間編修
的《新安縣志》（1819

年），香港及深圳組成的新安縣， 「邑
中宜稻」，是適合種米的良地，當時農
民種了至少25種稻米。20世紀初，香港
各區還是遍地米田，農民種米自食，也
以米來交地租，而當時種植的米種也至
少有14種。

至上世紀50年代起，二戰後全球食
米短缺，政府開始容許商人入口白米，
本地農戶亦開始種植收入較高的蔬菜，
米田漸漸變成菜田；加上新界有不少原
居民移居國外，戰後不少人棄耕入城，
稻米種植大幅萎縮。到70年代末，新市
鎮漸多，香港農民大多種菜作銷售用
途，米田基本上已絕跡。

漁農自然護理署於上世紀60年代，
曾將本地常見稻米品種的種子交予種子
銀行保存，至2019年取回4個稻米品種，
包括花腰仔、絲苗、齊眉及白殼齊眉，
並於大龍實驗農場進行留種栽培試驗。

話你知

【大公報訊】港島半山區治
安一向良好，但因為富戶多，爆
竊案時有發生，半山中峽道兩間
獨立屋一周前便被連環爆竊，警
方港島總區聯同政府飛行服務隊
由上周五（12日）起，於港島半
山郊區一帶展開跨部門聯合行
動，以打擊區內爆竊案。

警方派出人員於鄰近屋苑的
山坡及密林進行高調巡邏及搜捕
行動、設立路障截查可疑車輛及
人士，並聯同政府飛行服務隊進
行空域巡邏，亦會使用無人機廣
播裝置播放防罪信息。

警方強調，將繼續與社區保
持緊密合作，致力防止及打擊爆
竊相關的罪案，保障公眾安全。

香港米式微近半世紀，根據2022年資料，
全港只有約10個農場種植水稻。本地民間團隊
「大地予我」 於2019年，在菲律賓的國際稻米
研究所和美國的種子庫，找回上世紀於香港種
植的33個傳統品種，帶到大埔林村龍丫排的米
田復育。每次收成，團隊人員挑選較健康強壯
的種子，再種下一組的稻米。團隊農場經理袁
易天昨日表示，所有品種均成功復育。

升糖指數低適合糖尿病人
團隊紀錄主任王韶昀說，本地傳統米雖不

及日本珍珠米黏度高，但口感獨特， 「入口時
在口中擠來擠去，米粒散落口中，只散於口，
不散於筷子。」 袁易天稱，香港稻米大多是直
鏈澱粉特性較強，進食後的升糖指數低，較適
合糖尿病人。

若以傳統方式育種選種，植物自然變異，
變化出來的新特徵穩定，是可遇不可求。王韶
昀說，2021年培育絲苗早荏時，發現一株的穗
粒特別大，穀殼變白，於是把它分開留種。同
年的晚荏，它再變化，明顯遲開花，跟原先植
株開花時間相隔近一個月，團隊又把這些植株
分開留種，稱為 「遲花絲苗」 。至2022年晚
荏，大穗粒變異植株出現明顯矮化的植株，團
隊又再留起種植，至今矮化特徵穩定維持，團
隊將其標為 「絲苗C」 ，有待實際命名。

王韶昀說，2023年晚茬， 「絲苗C」 產量
最高，每株平均產量達3697粒，即約6.25公噸
／公頃。其植株較矮、早、晚茬都不過1米
高，分蘖多，不會倒伏，煮時有微香，吃時帶
甜，口感接近現代米。

求過於供農莊有興趣種植
團隊計劃經理方韻芝表示，團隊將會研究

清晰香港傳統稻米的特性，冀填補資料的空
白，只要繼續種下去，稻米歷史將有機會繁
衍，種子就有壯大的可能。

除了民間努力，漁農自然護理署與香港中
文大學 「香港種子技術及救育中心」 合作，於
2019年從國際種子中心取得四個已失傳的本地
稻米品種，包括花腰仔、絲笛、齊眉及白殼齊
眉，在大龍實驗農場留種栽培試驗。花腰仔由
於生長和留種純度表現穩定，適合推廣栽種，
漁護署向本地農民派種子，成功復育的花腰仔
於2022年8月推出市場，125克售價為78元。

有本地農莊表示有興趣種植傳統稻米，青
協有機農莊經理彭玉婷向《大公報》表示，本
地原生的稻米味道不錯，市民需求大於供應。
該農莊主力推廣耕作教育，她認為有必要讓大
眾了解香港的原生品種，如耕地位置允許，會
選擇種植。

▲團隊默默耕耘漸見成果，成功復育33個本地
稻米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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