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 圾 收 費
「先行先試」 實

施第二日，參與
試 行 的 深 水 埗
「三無大廈」 與

大埔區商場，仍
有住戶與商戶表示未收到指定袋，認為
政府宣傳與配套都不足。《大公報》記
者在商場的垃圾房現場直擊，放指定袋
的垃圾桶仍未裝滿，非指定袋垃圾桶則
將近爆滿，有店員說試行計劃沒要求分
類回收紙皮和膠樽。參與試驗的西九龍
政府合署，部分垃圾桶沒使用指定袋。

北河街 「三無大廈」 住戶譚小姐昨
日告訴大公報記者，仍未收到指定袋，
她透過社區中心及地區團體取得的相關
電話，致電數次，無人接聽。她認為政
府只在樓內貼告示，令人摸不着頭腦，
「政府什麼都未做好就話做試點，大廈
居民要找指定袋，難過政府落區派

袋。」 對於有報道說，環保署指如無應
門的住戶一直沒登記取指定袋，將被視
為放棄領取，逾期登記亦不獲受理，她
嘆言 「如果打電話也找不到人，又沒有
人再來派，我就不參與試驗了。」

商戶：現在都未知尺寸和價錢
在參與試驗的大埔新達廣場，大公

報記者現場所見，垃圾房的多個大型垃
圾桶，分別標明是裝指定袋、非指定
袋、待分類垃圾，非指定袋的桶套上大
的指定袋 「包底」 ，桶內的垃圾幾乎爆
滿，而裝指定袋的桶只有約五成滿，未
見有待分類垃圾。商場走廊的垃圾桶，
沿用普通垃圾袋。

商場內一間畫畫工作室前日休店，
店員廖小姐告訴記者，管理處上月發通
告說會派指定袋，但該店至昨日傍晚仍
未收到。該店平日每天有一袋垃圾，每
晚由清潔工人到店收走，但商場管理員

通知，試驗期間，店員需自行將裝好垃
圾的指定袋，扔到商場垃圾房，她感到
麻煩，並指政府宣傳不足， 「我現在都
未知指定袋的尺寸和價錢。」

商場內一間餐廳獲派發100公升指
定袋，店員劉小姐說，該店已按商場指
示，將廚餘和一般垃圾分類，每日共有
6袋垃圾， 「商場管理人員說只需將廚

餘分開裝，紙皮和膠樽仍當一般垃
圾。」

商場內有蔬果店獲發30個35公升
指定袋，負責人林小姐說，首兩日共使
用了4、5個指定袋，主要是廚餘垃圾，
紙張、膠樽則分類後交給管理處回收。
她說已聯繫回收廚餘的農舍，相信有助
日後減少使用指定袋。

環保署回覆表示，先行先試初期，
部分住戶及商戶有需要跟進情況，例如商
場物管派發的指定袋不合用，署方已聯絡
物管跟進，而住戶及商戶需時適應新安
排。對部分住戶因不在家而未能聯絡上，
團隊已留下聯絡電話以便跟進，安排未有
指定袋的三無大廈住戶聯絡派送。

房協回覆查詢表示，試行計劃實施
首日大致運作暢順，計劃完結後將整合
數據和居民意見供政府參考。

議員收集簽名促取消收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穎昨日向特

首李家超請願，將農曆新年期間一連三
日舉辦的街站活動中，共收到424張市
民的祈願紙，統計市民對施政的期望，
提交政府。梁子穎說，數據經綜合整理
後，發現首三個較為熱門的訴求，排第
一位的是要求取消垃圾收費。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伍軒沛、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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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下月推全新禮貌運動
【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
立法會表示，旅遊業復甦勢頭強勁，
首季訪港旅客已錄得1123萬人次。旅
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表示，下月將
推出全新禮貌運動，增強業界的優質
旅遊，提振經濟。

旅客量已達疫前6至8成
翻查數據顯示，2018年、2019年

第一季訪港旅客分別有約1561萬及

1823.4萬人次，換言之，現時旅客量
恢復至疫情前同期約6成至8成。程鼎
一表示，今年一、二月的總旅客量
中，過夜旅客佔約一半，其平均留港
3.2晚，人均消費5800元，與2019年
的平均水平相若。

旅發局於去年12月中推出 「廟街
夜市」 推廣活動，原定為期六個月，
未來營運期將有機會再延長半年。程
鼎一表示，廟街夜市在夜繽紛活動
中，是一個喜出望外、做得極好的活

動，預計最近一、兩周會有第二期的
推廣推出，會將美食街起始一段的攤
檔外的位置再作布置，並會做一連串
的宣傳。

程鼎一又稱，所有的推廣宣傳都
是一種投資，未來將為旅客製造更多
訪港原因，加強與合作夥伴在市場方
面做一些策劃和預訂，製造更多、更
好的旅遊產品，同時刺激消費，提升
旅客滿意度，讓他們離港後製造正面
口碑，協助宣傳。

▲

《
大
公
報
》
早
前
推
出
的
﹁和
氣
生
財
﹂
系
列

報
道
，
強
調
加
強
禮
貌
運
動
對
本
港
旅
遊
、
零

售
等
行
業
的
重
要
性
，
引
起
廣
泛
關
注
。



派飯走塑成本增
環團倡換重用餐盒

店主：月支出多1.5萬壓力大

垃圾收費試行次日 住戶：仍未收到指定袋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政府推動的 「走塑」 新法例將於本月22日開
始實施，在管制計劃下，食肆不可向顧客

提供飲管、攪拌棒、叉、刀、匙、碟等膠餐具，
亦不可提供發泡膠盒。

有向基層市民免費派飯的飯店老闆娘表示，若
為配合 「走塑」 更換包裝，免費派飯開支每月料增加約1.2至1.5萬元，
較現時大增一倍，擔憂難以承擔。有環保團體建議，非牟利的派飯活動
採用可重用的飯盒，代替一次性飯盒，長遠而言能夠節省一筆開支。

在太子的齋飯店 「百寶齋廚」 ，
每天清早，店舖附近便大排長龍。大
公報記者上月底在現場觀察，早上九
時半，已有約200人在店後巷、對面馬
路聚集，都是手上拿着飯籌的長者或
殘疾人士。這店免費派飯超過10年，
從開始日派100個素菜飯盒，到如今每
天派發近500個飯盒。飯店老闆娘高麗
慈（高媽媽）表示，每一個飯盒都以
發泡膠承載及附送一個膠匙，附帶一
盒紙包飲料。

新飯盒較發泡膠盒貴逾倍
4月22日起，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

開始實施，首階段措施下，所有發泡
膠餐具（包括杯、碗、飯盒）、膠
叉、膠刀、膠匙，都不可以銷售、外
賣或堂食。換言之，高媽媽免費派飯
時一併派發的膠匙及飯盒都不能再使
用，需改用其他替代品。

高媽媽說，從二月起到處搜羅新
的飯盒，最終選定一個兩格式、能放
入微波爐的透明飯盒，但成本也隨之
上升， 「發泡膠飯盒原本每個八毫，
新飯盒就每個要一元八毫，每派一盒
就要多一元。」 若以一天派發400個飯
盒計算，她一個月就要額外多用
12000至15000元，一年下來，增加十
多萬元。

高媽媽擔憂，若換上了更好的飯
盒，長者會不捨得扔，拿回家囤積，
除了有機會造成衞生問題，也怕時間

長了，佔用空間過多，造成危險，
「發泡膠不能洗來重用，但是新換的

飯盒可以，很多長者見到耐用的東西
就會不捨得扔，囤在家中，我擔心有
這個問題。」

「不想減派飯，或不派匙羹」
為了節省資源及提早讓長者們習

慣，她近日在派飯時不再附贈膠匙，
並提醒領飯的市民要開始自備餐具。
但如果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向店員索
取膠匙， 「原本有考慮過轉用木匙，
但算上飯盒成本的大幅提升，木匙又
要每隻貴幾毫子。我不想為此減派
飯，還是乾脆不派匙羹了。」

高媽媽說，當年開始免費派飯
時，是由善信和市民捐款，幫助有需
要的人。但隨着疫情過後，經濟不
景，捐錢的人少了，來領飯的人數卻
越來越多，從一開始的百餘個，到現
在每天最多500個，她只能自己出資補
貼，派飯開始有八成是自掏腰包。

面對每月20萬元的舖租，加上派
飯成本勢將增加，高媽媽坦言壓力非
常大，難以支撐， 「一面是要遵守條
例，一面卻是成本增加，做慈善不容
易。」 她期望政府
在推行塑膠管制條
例時，豁免非牟利
的慈善活動，幫忙
減少慈善活動的運
作成本。

新聞熱話

垃圾收費試行

掃一掃有片睇

▲在試點新達廣場垃圾房內，指定袋垃圾桶未裝
滿，但用指定袋 「包底」 的非指定袋垃圾桶則將
近爆滿。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攝

▲在另一試點屯門卓爾廣場，
有商戶仍使用黑色大垃圾袋裝
垃圾。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塑膠管
制實施後，

食肆不能再提供一次性塑膠餐
具。綠惜地球總幹事劉祉鋒認
為，環保政策值得支持，而非牟
利的慈善活動同樣重要，對於非
牟利的派飯活動成本將會上升不
少，他認為，飯店可考慮使用可
重用的飯盒，長遠而言，相信能
夠節省開支。有議員認為，政府
可以在條例實施初期，為非牟利
活動提供資助作為過渡，但長遠
而言，機構還須自想辦法解決。

劉祉鋒說，不少派飯活動都
要善長或基金支持，相信向捐錢
的人解釋，善長也能理解成本增
加是為了環境保護。他稱若飯店

認為派飯的成本造成營運壓力，
可考慮使用可重用的飯盒派飯，
市民吃完後帶回飯店裝飯，這樣
長遠而言飯店就不需要再買飯
盒，成本反而會下降不少。

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管制
即棄塑膠新法例實施初期，政府
可為一些非牟利機構或活動訂立
適應期，並提供資助，讓他們減
省購買非即棄塑膠產品的成本。
他並建議政府為免費派飯機構提
供一次性的津貼，讓他們購買可
重用的飯盒，讓領飯的市民吃完
後，將飯盒拿回餐廳裝飯。他又
建議派飯機構，鼓勵領飯的市民
自備飯盒到餐廳裝飯。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議員倡設適應期 提供資助

每天上
午 將 近 10

時， 「百寶齋廚」 的高媽媽就開
始免費派飯。不少長者拿到飯
後，立即走到附近的角落，開始
吃飯。隨着飯店停止提供即棄膠
匙，有些長者就自備了餐具，站
在附近的路邊吃。但有人沒自備
餐具，就撕下發泡膠盒的蓋來勺
飯吃，一邊吃一邊說， 「未來只
能自備餐具了，免費拿的飯，沒
有那麼多要求。」

高媽媽說，每天不少長者或
有需要的人，來領飯之後都會拿
到附近路邊或公園內吃，當早餐
和午餐兩餐一起吃。《大公報》

記者當日在現場採訪派飯情況，
果然看到不少長者到附近的公
園，坐下來就吃飯。張婆婆是獨
居長者，沒有兒女照顧，每天都
來領飯，由於她的腳不方便，她
每次都會到附近的公園直接吃。
這天她忘了帶餐具，坐了良久，
最後還是站起來，拎着飯走回
家， 「走不快，回家要走半個多
小時，飯涼了也沒辦法，畢竟免
費拿的飯，能填填肚子，還想怎
麼樣呢？」 她說店員有提醒過現
在開始不再派餐具，但長者經常
記不住，只能希望明天出門的時
候不要忘記。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領飯長者：或要自備餐具
落實環保

街坊有Say
潘婆婆：怕將來連膠袋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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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婆婆：擔心以後沒人派飯

走塑的話，我們都可以
自己帶餐具，或者拿飯回家
吃。我反而擔心萬一飯店
（派飯）成本上漲，導致派
少了飯，甚至不再派飯的
話，我們就很難找到適合長
者吃的免費素菜了。

我一般都會拿飯到附近
吃，走塑的話就要自備餐具
了，是時候要習慣一下。政府
施政，實施了就跟着做，但如
果走塑是連膠袋都不能提供，
就會麻煩一點，如果將飯放進
手拉車，怕菜汁會灑出來。

協助過渡

▲現時使用的發泡膠飯盒（左）是8毫一個，而新
飯盒（右）就要1.8元一個，足足多了逾倍成本。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有領取飯盒的市民即場在附近進食，一旦實施
「走塑」 而又沒帶餐具，對他們來說會增加不少困
難。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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