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將提升新田科技城整體環境效益，
除推出一系列環境保育設計外，亦規劃提升
區內排水和防洪能力，以應對氣候變化。土
木工程拓展署北拓展處處長張家亮昨日表
示，新田範圍內現時有東西兩條主排水道，
但排洪情況不理想，未來將活化與自然化兩
條排水道。東排水道將採用香港少有的
「河畔公園」 設計，平日供市民休憩使
用，遇暴雨時亦具有蓄洪功能；西排水
道將改建為景觀河道，為市民提供更多
元化的親水體驗。

土拓署將在兩條排水道上游，即新
田公路和粉嶺公路的地底位置，建設20
萬立方米的蓄洪池，其容量相當於80個
標準泳池，屆時防洪能力將大大提升，
達到應對200年一遇暴雨的標準。張家
亮表示，現時郊區蓄洪池的標準僅可應

對50年一遇的暴雨，而新田科技城蓄洪池將
按照最高標準規劃，未來亦會跟隨渠務署檢
討相關標準而有所調整。

設候鳥飛行走廊城鄉共融
土拓署北拓展處總工程師王仲邦表示，

新田科技城北部部分區域為濕地保育區，將
建立一條300米寬度的候鳥飛行走廊，設有
建築物發展高度限制，沿路70米寬範圍將設
為非建築用地，鄰近濕地保育區35米寬的非
建築用地亦將用作景觀緩衝區。區內將保留
拉姆薩爾濕地、米埔隴村及米埔村的鷺鳥

林、現有的野生動物走廊及彭龍地的成
熟林地等，達至城鄉與自然環境共融。

新田科技城範圍內現時有約126公
頃棕地，例如露天倉庫、工場等，以及
9個禽畜飼養場，預計未來將會發展多
層現代產業大廈，並清拆飼養場，更好
地利用土地資源。同時未來將保留現有
鄉村區域，保護鄉村內所有法定古蹟和
已獲評級歷史建築，包括大夫第、麟峯
文公祠及東山古廟等，並維護通往鄉村
的通風廊，納入景觀走廊。

位於北部都會區核心地帶的新田科技
城將於年內動工，預計首批居民將於2031
年入伙，為應對未來極端天氣，土木工程
拓展署在規劃設計階段，提升新田的整體
防洪能力，包括活化與自然化在東、西的
兩條主排水道，並設立20萬立方米容量蓄
洪池，以應對200年一遇的暴雨。

排水道融入休憩用
地，東河道採用 「河畔
公園」 設計，西河道則
活化為景觀河道，為市
民提供多元化的親水體
驗，並達至城鄉與環境
共融。

北都建巨型蓄洪池
抵禦200年一遇暴雨

活化排水道 打造親水公園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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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塱原自然生態公園預計在下半年向公眾開放。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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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料下半年對外開放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自2019年起建造的塱原自

然生態公園，佔地面積約37公頃，土木工程拓展署預計，今年
下半年向公眾開放，市民可入內參觀黑翅長腳鷸等多種雀鳥及
其他濕地物種。

為補償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餘下工程項目引致的約5.8
公頃的濕地損失，政府建造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公園內分為三
大區域，包括面積21公頃的生態區、11公頃的農業區，以及5
公頃的訪客區，整體濕地面積22公頃，相當於60多個標準游泳
池的面積。

去年首次發現澳南沙錐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自然公園主任陳倩慧昨日表示，自項

目開展至今，塱原的雀鳥數目在秋冬季已增加約兩成至四成，
舉例禾花雀由最初10隻，至現時錄得約40、50隻，瀕危的黑臉
琵鷺由2021年錄得5隻，大增至現時錄得42隻，2021年更首次
錄得在塱原繁殖的黑翅長腳鷸，並分別於2021年和2023年首次
發現鐵爪鵐和澳南沙錐。

土拓署表示，公園的整體工程現已經做得 「九九十十」 ，
農業區已於2022年交予漁護署，同年10月進行復耕計劃；生態
區的濕地已於去年完成復修；訪客區亦已大致完成，包括設有
觀鳥屋、休憩亭和戶外教室。該署預計，今年上半年完成所有
工程，下半年向公眾開放。

關於新田科技城範圍外的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面積
將由2021年提出的520公頃，縮減至338公頃，土拓署北拓展處
處長張家亮解釋，早前僅為初步概念，隨着一路的深化研究，
發現有約90公頃的濕地面積位於落馬洲管制站範圍內，有90公
頃在新田科技城範圍內，故三寶樹公園的範圍縮小。他指出，
保育工作是重質不重量，未來亦會在公園內建造約253公頃的生
態友善魚塘，讓雀鳥更容易在魚塘覓食。

【大公報訊】記者趙宏報道：黑客入侵機構
偷取市民敏感資料的事件愈來愈多，引起社會對
網絡安全的關注。生產力局轄下的香港電腦保安
事故協調中心昨日表示，去年合共處理7752宗
保安事故，較2022年跌近8%；不過，網絡釣魚
個案有上升趨勢，有逾3700宗，佔整體個案接
近一半，較2022年上升27%，並創近5年新高，
錄得與釣魚相關連結逾1.9萬條，按年升22%，
數目在4年內增加超過一倍。網絡釣魚主要集中
銀行、金融及電子支付行業，其次是電子商貿。

協調中心表示，要留意人工智能武器化所帶

來的網絡安全風險，包括以人工智能編寫程式，
降低了成為黑客的技術門檻。黑客可能會利用人
工智能的 「深偽技術」 （Deepfake）冒認身份
行騙，建議市民減少在社交網絡分享個人身份特
徵， 「不要把正面照片、片段或者聲音分享，可
以減少被黑客攻擊的機會。」

深偽技術並非防不勝防，協調中心指出，只
要在視像對話時遮掩部分面容，便有機會暴露對
方的真實相貌，市民若有懷疑也可要求對方做出
不同可以遮掩面容的動作，若騙徒假冒親友索取
金錢，市民也應從不同途徑向親友核實。

勞顧會：4周68工時可享僱傭福利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勞顧會就放寬

「連續性合約」 規定達成共識，將有關門檻定為四
星期68小時（ 「468」 方案）。政府發言人表示，
相關修訂有助加強保障較短工時僱員的權益，稍後
會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並開展法例
修訂工作。

預計1.1萬打工仔受惠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在昨日的會議上，

僱主委員及僱員委員經深入討論，就檢討《僱傭條
例》下 「連續性合約」 達成共識，將有關規定放寬
為以四星期工時合計為一個計算單位，而四星期工
時門檻則定為68小時。上述檢討是《行政長官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其中一項勞工支援措施。

根據現行規定，無論全職或兼職僱員，如受僱
於同一僱主工作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滿18
小時（俗稱 「418」 規定），便被視為以 「連續性
合約」 受僱；如符合《僱傭條例》訂明的相關條
件，可享有一系列僱傭福利，例如法定假日薪酬、
有薪年假及疾病津貼等。

勞顧會勞方代表、勞聯譚金蓮表示，根據勞工
處在會上提供的數字，現時全港有20萬至25萬名短
期或短工時的僱員， 「468」 方案加大對兼職員工
的保障，預計可令約1.1萬人受惠。她形容方案溫
和，相信不會對僱主造成壓力，而兼職員工享有一

定權益，可吸引更多人投入勞動市場。
另一名勞方代表、工聯會林偉江指出，不時收

到工友求助，指僱主為了避過 「418」 規定，安排
工時集中在首三周，第四周工時則不足18小時，無
法受到保障。他說，新方案下僱主額外開支只佔整
體薪酬開支0.01%至0.02%，相信影響不大，期望
立法會盡快通過修例。

網絡釣魚騙案急增27%

調查：港男患抑鬱 多不願求助

▲勞顧會勞方代表表示， 「468」 方案增加對兼職
員工的保障。

【大公報訊】記者秦英偉報道：本
港昨日多處被大霧籠罩，有如人間仙
境！

天文台指出，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
正影響廣東沿岸，昨日（1日）相對濕
度最高100%，預料今日（2日）相對濕
度亦高達80%至100%，濕度極高的日
子料持續至農曆新年前。

中環能見度低於300米
不少攝影愛好者拍到霧鎖香江的景

象，維港出現霧氣繚繞景象，對岸視野
模糊。在傍晚時分，中環的能見度已降

至低於300米。
在港島南香港仔、避風塘、鴨脷洲

等地，多棟大樓被濕氣、霧氣包圍，頗
有 「海市蜃樓」 之感。在港島南區薄扶
林置富花園對開海面出現難得一見的
「霧牆」 景觀。綿長的白色濃霧橫貫在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宛如一幅巨牆，把
海面一分為二，甚為壯觀。

本港昨晚及今早有霧，日間部分時
間有陽光，氣溫介乎19至24度。吹微
風，今日稍後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
清勁。星期六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潮
濕。隨後一兩日天氣稍涼。農曆新年前

有幾陣雨，氣溫顯著下降。
天文台預計，季候風補充會在下周

中期抵達廣東沿岸，華南將逐步轉冷及
有幾陣雨。本港年三十（9日）及年初
一（10日）氣溫將跌至11度。

回南天早晚應關門窗
回南天裏，很多市民都會開窗通

風，亦有人指開窗會讓家裏更加潮濕。
事實上，早晨和晚上，這兩段時間的空
氣濕度較午間更高，應及時關上門窗。
天氣轉晴時，可打開所有的門窗，以加
速水分蒸發。

濕度100%！霧鎖香江如仙境

▶港島南區出現 「霧牆」 奇
觀。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劉陽攝

▲網民拍下雲霧低纏維港的
美景。

▲西排水道將改建為景觀河道，提供多元化親水體驗。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香港心理衞
生會去年透過街站及網上問卷方式測試市民抑鬱
狀況，共收集得2904份有效問卷，調查發現港
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平均分由2018年的
5.52分上升至去年的6.07分。

港人情緒問題嚴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
會行政學系教授吳兆文表示，抑鬱困擾總分最低
為0分，最高為27分。於測試中達15分或以上的
受訪人士，可以考慮為 「臨床組別」 ，即可以估

計他們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此組別的比例
由上次調查的8.4%增加至11.1%，升幅逾3成，
反映港人的抑鬱指數再見新高，非常值得留意。

調查結果顯示，不會向專業人士求助的受訪
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情況比願意求助者為高，
當中近3成人士出現中度至重度抑鬱。

另外，男性較不願意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
原因以 「相信自己有能力應付」 、 「生活忙碌」
及 「擔心費用昂貴」 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