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永賢引述數據分析，指今期居屋的單位
售出率較上一期同期高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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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遭非法開墾
塌山泥隱患未除

耀興道西行重開 遇暴雨仍有風險

何永賢：居屋2023銷售率較上期高3%

公屋入息限額平均上調2.1%

莫先生（東盛苑居民）：
我住的單位正對着涉事（非法
開墾）山坡，看到非法耕種好
多年，有人逐步去山坡上耕
種，留下一桶桶幼苗及農作
物，卻未見政府部門執法。

未見當局執法

連婆婆（東盛苑居民）：
一直都知有人在山坡上耕種，

已經有一年多，但不知道
種什麼。我都擔心非
法耕種會令山泥傾瀉
發生。

有人耕種逾年

去年9月 「世紀
暴雨」 後，筲

箕灣耀興道因嚴重山
泥傾瀉而局部封閉，雖
然西行線在今日（23日）

重開，但區內居民，特別是耀東
邨住戶出入仍受影響。

山泥傾瀉原因之一就是山坡遭非法開墾
影響結構，大公報記者日前到耀興道一帶觀

察，發現非法開墾行為普遍，附近斜坡變成一片
片 「私家菜田」 。專家警告，非法開墾

嚴重破壞斜坡安全系數，遇上暴雨，早已
疏鬆的泥土便會塌陷，山泥傾瀉一觸即發。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視頻）

筲箕灣耀興道是連接耀東邨及山
下筲箕灣市區的主要道路，自去年
山泥傾瀉後一直局部封閉。路政署
前日宣布，一條西行向行車線會在

今日上午約5時30分重開，並爭取6月底
前全面重開耀興道的行車線和行人路。

有指斜坡上存在非法開墾耕地，是山
泥傾瀉的病灶之一。大公報記者日前沿耀

興道近東盛苑對面斜坡的山路搜索，不久已發
現一個 「聚腳地」 ，放有數張膠櫈，似是晨運客
自設的休憩天地。其間記者遇上一名穿紅衣女

士，追問之下，終得知菜田的方向，記者沿着指示
步行不久後，即發現數塊 「私田」 ，種有各式蔬菜，

包括芥菜、白菜、扁豆、葱及蒜頭等，而附近引水道
旁，更放置多袋以黑色垃圾膠袋盛着的耕作工具。

塌泥斜坡 遍布「私田」
記者再步行約半小時，來到斜坡另一端的出入口，這裏有

鐵欄圍封，並有標示為政府公物，以及只准職員進入的告示，惟
鐵欄後的鐵絲網早被人剪開，附近斜坡旁亦出現多塊 「私田」 ，

可見已被收割的菜頭，另外的一塊菜田則種有少量生菜。
在另一幅陡峭斜坡旁邊，記者發現一幅已平整空地，鋪上地磚及

放置膠櫈，並以樹枝圍成為一個 「悠閒空間」 。在不遠處就有一幅約
200米長的菜田，同樣放有大量膠桶和雜物。記者更目擊一名身穿紅衣男

子，在菜田附近徘徊，並四處倒水，當該男子發現記者時，即繞道在斜坡另
一邊急步離開。

斜坡上出現多幅非法開墾的菜田，經常在上址行山的丁先生向記者透露，

菜田由數名居於附近的退休女士耕種，收
成相信均為自用。丁先生坦言香港的耕種
場地有限，希望政府可考慮增加相關設
施。另一名路經的行山男子亦表示，斜坡上
的菜田已存在三、四年，偶爾會有政府部門
前來清理，惟難以根治問題。

地政總署發言人表示，港島東區地政處過
去三年並無接獲上址附近有政府土地被人非法耕
種的投訴或查詢。發言人又指，該處將進行調
查，若證實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況，會根據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採取土地管
制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就斜坡安全事宜諮詢相關部
門意見。

東區區議員王志鍾表示，多年前曾接獲上址居民
反映非法開墾的問題，已轉達相關部門並要求跟進。他
直指上址梯級是給予維修人員維修斜坡的路徑，已封閉
及上鎖，居民不應往上址。他補充會了解有關情況，並再
向有關部門反映及要求跟進。

倡設社區園圃應付需求
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耀興道附近山坡遭非法開墾屬不能接受，

特別是上址早前有山泥傾瀉，山體本已十分脆弱，如今再遭非法開墾破
壞，難免令人憂心。他又指有關情況斷斷續續發生，政府部門清理後不久
又死灰復燃，他建議部門除了要積極跟進並盡快還原現場外，亦需要採取
積極方法，以有效打擊。此外，對於有指有關 「私田」 為退休人士自行耕
種，他建議關愛隊及社署亦需要介入，以了解背後原因，從源頭解決問題，例
如設立社區園圃讓他們消磨時間之餘，又不會造成社區隱患。

翻鬆泥土灌溉 雨水更易滲入
註冊結構及岩土工程師

陳延年接受《大公報》訪問
時表示，在斜坡上以花盆種植植物，會增加斜坡
的重量；若有人在斜坡上鏟走部分泥土，再鋪上

種植的泥土，或直接翻鬆泥土及種植植
物，均會直接破壞斜坡的安全，

「（非法開墾）如整鬆了泥，又在
上面灌溉，雨水及山水容易滲入斜

坡入面，令斜坡的安全系數降低得很
厲害，遇上大雨，便會很大機會冧山

（山泥傾瀉）。」
陳延年解釋每幅斜坡會按其土質及實際情

況，計算出一個安全系數，如斜坡靠近民居或交
通要點，所需的安全系數更高，安全系數值逾
高，則代表斜坡較安全。他坦言，難以評估非法
開墾多久才會破壞斜坡的安全系數，但開始非法
開墾已破壞斜坡的安全。他明言政府部門如發現
此違法情況應立即制止， 「這是十分危險，尤其
香港人口密集。」 他又指應盡快檢測斜坡的情
況，並進行鞏固工程。

專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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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處 「私家菜田」 ，可見原本覆蓋斜坡的水泥
板被揭起，泥土被翻開種植。

防治山泥傾瀉，
護養斜坡十分重要。

每年土力工程處平均批出約10份顧問
合約和10份防治山泥傾瀉工程合
約。至去年9月30日，該處在防治
山泥傾瀉研究和工程方面，已
動用約284億元；鞏固約6630
個政府人造斜坡，完成約
6460個私人人造斜坡的研
究，並就440幅天然山坡
施行緩減措施。

保養斜坡
去年花284億
話你知

▲斜坡上通往
工地的通道，
有圍封用的鐵
絲 網 被 人 剪
開。

街坊有Say

【大公報訊】記者戴東報道：政府正修建大嶼山環嶼
遠足徑（環嶼徑），在其中兩段總長1.2公里的山徑建造以
環保塑木梯級，引起部分行山人士關注及發起聯署，指有
關做法不符合環保原則及影響行山體驗。發展局昨日強調
環保塑木梯級並非新鮮事，在世界各地亦常見；而且體現
轉廢為材、回收再造，符合可持續原則。

引發爭議的山徑分別位於大澳虎山及大嶼山東北面，
發展局表示都屬於陡峭及土壤鬆散路段，相比手作步道，
梯級組件的設計更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土拓署在工程前已徵詢不同人士意見，包括環保團
體、行山專家等，
並將所得意見融入
計劃內。當局下一
步將優化環嶼徑配
套設施，例如洗手
間、觀景台等，亦
會密切監察改善工
程的成效，並與相
關持份者保持溝
通，聽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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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道

掃一掃有片睇

◀當局在環嶼徑
以環保塑木建造
梯級，比起原始
山 徑 有 明 顯 轉
變。

前前

後後
【大公報訊】房屋委員會昨日討論2024/

25年度公屋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的結果並通過
建議新限額，預計新限額會在4月1日起生效，
當中入息限額平均上調2.1%，所有家庭人數住
戶的資產限額按既定機制上調3%。

4月1日起生效
房委會表示，公屋入息及資產限額每年按

既定機制檢討。若嚴格根據既定公式計算，
2024/25年度的一人及四人家庭公屋入息限額
會下調，二人、三人、五人或以上家庭的入息
限額上調，但經考慮目前經濟狀況，以及參考
以往做法和入息限額調整的整體情況，小組委
員會通過將一人及四人家庭的入息限額凍結在
現行水平，分別維持在12940元及30950元。

新限額下，二人、三人及五人或以上家庭

的入息限額，將按照既定機制上調，當中二人
家庭新限額為19730元，上調幅度0.9%；三人
家庭新限額為24740元，上調1.4%；五人家庭
新限額為37740元，上調1.5%。

房委會指，公屋入息限額以住戶開支為計
算基礎，當中包括住屋開支和非住屋開支，另
加5%的備用金；公屋資產限額，則參照甲類
消費物價指數於年間的變動調整。

【大公報訊】 「居屋2023」 現正在揀樓階
段，市場關心銷情放慢，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
表示，數據分析顯示，今期居屋的單位售出率，
較上一期同一階段的累積銷售比率，還要高出3
個百分點。她說從銷售實況看，對今期居屋的銷
售相當有信心。

何永賢昨日在社交網站表示，居屋銷售向
來分為數個階段進行選樓，首階段先讓參加 「家
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 的申請者參與，房委會在
今期居屋為此類別設定的2700個單位配額，已
經全部用盡。次階段是開放予其他家庭選樓，截
至前日， 「居屋2023」 累積有49.6%的單位已
售出。

何永賢說，對比 「居屋2022」 同一階段的

累積銷售比率，則為46.5%，可見今期居屋還比
以前高出3個百分點。此外，現時尚未邀請選樓
的申請者，多達15萬名（佔總數約90%），而
未出售單位僅4800多個，前者為後者的逾30
倍。

她並說，房委會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區
有多個房屋發展項目，包括已經於 「居屋
2022」 售罄的安秀苑， 「居屋2023」 推售的安
樺苑、安楹苑和安麗苑，合共提供約5400個單
位。有關屋苑將有完善的周邊配套，包括商場、
政府綜合大樓、公共運輸交匯處、小學及中學
等。區內還有一個總面積約8.5公頃的石礦公
園，等於近半個維多利亞公園之大，她說可想像
到未來屋苑附近的環境將更加愜意與舒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