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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京報道：周三
（10日）發生奪命三級火的佐敦華豐大
廈，消防處證實有11層樓的防煙門均有
損壞，分別位於地下、1、2、3、5、
7、10、11、12、15及16樓。火警調查
專案組前日在現場調查，並沒有發現任
何助燃劑。至於未遵從消防安全指示的
樓宇，屋宇署數據顯示全港有9578
幢，情況令人憂慮。

華豐大廈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最近一
次完成年檢日期為2022年9月21日。就
大廈消防裝置及設備並未持有有效的年
檢證書，有關調查仍在進行，消防處強

調，如發現有違規情況，會採取執法行
動。

大廈有懷疑非法僭建劏房
消防處透露，消防安全總區人員今

年2月9日曾到華豐大廈進行消防安全改
善工程巡查，目的是為消防安全改善工
程作出檢視，其間並沒有發現火警危
險。當時並沒有為所有消防裝置及設備
的年檢紀錄作出詳細調查。

另外，消防處初步調查後發現華豐
大廈有懷疑非法僭建物及分隔單位，已
轉交相關部門核實及跟進。

屋宇署數據顯示，全港未遵從消防
安全指示的樓宇有9578幢，油尖旺區
最多，佔總數兩成達1843幢，其次是
深水埗區及中西區，分別有千幢樓宇未
遵從指示。有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均建
議，政府在特定地區協助業主統一招
標，委託承建商為幾幢大廈提升消防安
全，期望可降低工程成本，並建議政府
先梳理全港9千多幢樓宇未遵從消防安
全指示的原因，再對症下藥，訂出處理
優次，如發現刻意拖延，應作刑事調
查。

此外，位於華豐大廈後方南京街建

築地盤工友，在火災期間即時英勇救
人，動用燒焊工具、吊機、長梯及開喉
射水等，協助被困高處及大廈住戶逃
生，與途人一同成功救出十多名居
民，昨日獲香港建造商會發放心意金
表彰。

英勇救人 地盤工友獲表彰
該地盤分包商為高力地基工程有限

公司，為香港建造商會會員。建造商會
會長林健榮、第一副會長王紹恆及副會
長廖聖鵬遂於昨日親自到地盤，向分包
商高力及地盤大判明利基礎工程致送感
謝狀，並親自向英勇救人的建築工友發
放心意金，答謝及表彰其救急扶危，弘
揚魯班先師無私助人的偉大情操，並向
社會樹立建築界優秀從業員的典範。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垃圾收費關乎香港千家萬
戶，連月來市民議論紛

紛，強烈關注。多位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昨日
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現時推
行垃圾收費可能會造成擾民的

情況，希望政府重新檢視。他們提出處理垃圾的不同
建議和看法，包括與大灣區城市合作，通過焚化爐以
及垃圾發電等方式，處理都市廢物。

最早深度探討垃圾收費問題的《大公報》，多月
來全方位研究考察、採訪報道，充分表達各階層市民
對垃圾收費的關注和疑慮。代表委員表示，十分留意
《大公報》對垃圾收費的報道，包括記者深入體驗、
多方直擊報道，分析問題，採集數據，廣泛採訪學者
專家、深度對比不同國家經驗等。他們讚揚大公報發
揮智庫型、倡議型媒體的角色，報道內容極具參考價
值。

唐英年：政策需要接地氣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在會上發言時直指，

對垃圾收費感到擔憂，認為如果政府在8月推行政
策，可能會造成擾民的情況。他舉例，若需使用指
定垃圾袋，恐會造成一個塑料袋去裝另一個塑料
袋，變相更加不環保。唐英年認為，即使已經立
法，但立法後也需要評估政策推行的成效和影響
等， 「評估到市民非常了解政策才推行。」 他認
為，務實的政府不能離地，政策需要接地氣。

有與會者在問答環節同樣關注垃圾收費問題，
詢問政府應否延遲或取消垃圾收費。唐英年指出，
非常支持環保事業， 「作為地球的一分子要為環保
出一分力」 。但他認為，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整體
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以及環保教育是否足夠，可

以令到全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響應政策。他舉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可以迅速通過，原因是得到
市民的支持，無論在宣傳、教育、官員講解方面都
做得非常全面，市民得知特區政府有責任立法，必
須立法，以及盡快立法，因此立法工作高效進行。
而環保則是需要做到 「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循環
再用、科學焚燒」 ，相信市民認同及支持這四個方
面，但推行政策不應該造成擾民。

李慧琼：實施細節仍混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表示，必須承認垃

圾收費目前的實施細節仍然混亂，擔心如果8月推行
計劃，會引起混亂，令更多市民抱怨和投訴；亦有
商戶擔心營運成本上升，認為都需要政府審慎處
理。她又認為，社會經過廣泛深入討論收費和回收

議題後，不少人的分類回收意識已經提高，當局可
利用契機加強相關工作，包括可考慮強制回收。她
續說，通過焚燒這個方法處理垃圾對環境影響最
小，大灣區內有焚化設施以及循環再造的工業，建
議在大灣區建設無廢城市，通過優勢互補，處理都
市廢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香港需要發展新
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過往傳統的垃圾分類
需要再進一步，研究更加顛覆性科技創新。例如垃
圾發電，轉廢為能，轉廢為寶。他讚賞《大公報》
近日對垃圾收費的報道，包括利用自身的資源，訪
問專家學者，引用不同數據，化身為高端的智庫，
凝聚民心民意，為政府出謀獻策，是愛國愛港媒體
的新質生產力、新質傳播力、新質影響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冼漢迪同意，在目前的經濟

周期上，市民會對不同方面產生擔憂，包括會否有
更多支出。另外，垃圾收費在執法方面亦相當棘
手，如出現胡亂丟棄，會造成混亂。他亦認為在不
同地方都有焚化爐以及垃圾發電的設施，非常先
進，希望利用科技解決垃圾問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至穎說，《大公報》很早
就關注垃圾收費，近日的報道引發不同的回響，報
道呈現了市民對垃圾收費的疑慮。他贊成唐英年所
講環保政策不應該擾民，相關政策在幾年前立法，
與現今的大環境有所不同，應小心審視評估。另
外，垃圾收費的目的是要減少垃圾的產生，應該以
目標為導向。近幾年，大灣區不同城市有較為先進
處理垃圾的手段，例如焚化爐，為香港減少垃圾提
供新的思路，因此希望政府重新檢討政策，通過城
市間的合作，做到真正減廢。

塑料袋又裝塑料袋，更加不環保
代表委員紛促重新檢視垃圾收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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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9578幢樓未遵消防安全指示

▶市民對垃圾收費的實施細節仍然感到混亂，希望政府審
慎考慮。 大公報記者鄭雷攝

▲大火中英勇救人的地盤工友獲致送感謝狀及
心意金。

▲唐英年認為，政府推行垃圾收費時，需要審視香港的整
體經濟和社會環境，李慧琼則擔心如果8月推行計劃，會引
起混亂。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為港培訓中醫
香港首間中醫醫院明年底分

階段投入服務，需要大量中醫人
才。為此，香港與廣東省展開廣
泛合作交流，通過 「派出去」 、
「請進來」 的方式，為香港培訓

骨幹中醫師，並探索中西醫協作
治療方式。

「派出去」 ，就是安排香港
的中醫師北上進修。 「大灣區進
階中醫臨床培訓計劃 」 昨日啟

動，未來2年內，香港將派遣100至
200名本地資深中醫師到廣東，參
加為期8個月的臨床培訓。 「請進
來」 ，則是將廣東省中醫院的優
秀中醫師請到香港，在醫管局轄
下醫院進行中西醫治療。廣東省
中醫院已先後派出4批中醫師，為
香港培訓了30多位人才。

在粵港醫療合作計劃中，廣
東省中醫院扮演重要角色。廣東
省中醫院建立於上世紀三十年
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中醫
醫院之一，有 「南粵杏林第一
家」 之譽。該院也是全國規模最
大、競爭力最強的中醫院，總床
位超過3600張，員工逾7700人，年
服務患者連續20多年位居全國第一

位。以去年為例，該院門診服務
近800萬人次，住院患者為15萬人
次。一言以蔽之，廣東省中醫院
實力雄厚，臨床經驗豐富，由該
院為香港培訓中醫臨床人才，是
香港患者的福音。

香港市民對廣東省中醫院並
不陌生。2022年香港疫情高峰期
間，廣東派出 「逆行勇士」 南下
馳援，其中不少醫護來自廣東省
中醫院，該院院長張忠德出任領
隊。廣東醫護與香港醫護並肩作
戰，獲得香港患者的高度評價，
也開闢了中西醫協作治療呼吸道
疾病的新方法。在此過程中，兩
地醫護加深了解，建立友誼，為
未來的進一步合作打下良好的基
礎。

合 作 是 取 長 補 短 ， 互 利 互
惠。香港醫療發達，西醫人才濟
濟，醫療制度與國際接軌。廣東
省中醫院與香港醫管局合作，可
以說是強強聯手，可實現 「1+1大
於2」 的效果。雙方聯手探索中西
醫協作治療新症，有助將中醫中
藥推向國際，對全世界的患者都
是好事。

走塑令循序漸進帶來的啟示
被稱為 「走塑令」 的管制即棄膠餐

具措施首階段將於本月22日實施。環保
署昨日公布適應期安排，在首6個月的
適應期內，環保署將聚焦於教育、引
導、協助業界適應新規則，提供替代品
資訊。將來遇到違規現象，不會立即執
法，而是以勸喻為主。從社會對 「走塑
令」 反應平靜來看，有關政策應可順利
落實，這與垃圾收費政策一波三折形成
鮮明對比，為香港未來更有效推動環保
政策提供借鑒。

塑膠污染的問題已經威脅到生態環
境及人類健康， 「走塑」 近年已成為國
際社會的共識，亦是大勢所趨，香港加
入 「走塑」 行列順理成章。相關法例去
年通過後，環保署為實施管制作好準備
和部署。總的原則就是四個字：循序漸
進。 「走塑」 分成兩個階段實施，首階
段禁止食肆向顧客提供即棄塑膠餐具，
如膠飲管、膠碟、刀叉等；禁止出售或
派發即棄塑膠產品，如雨傘袋、酒店膠
牙刷、膠梳、熒光棒等。到了次階段，
禁止食肆提供膠杯和蓋、膠食物容器
等。

為了讓業界適應新規則，環保署還
作出6個月適應期安排。環保署將派出
大量人員，走訪全港20000家中小型食

肆、11000間零售店及1800家酒店，協
助其適應新規則，並設立相關網站，為
商家尋找膠具替代品提供諮詢。在適應
期內，業界可盡快用完儲存的膠具，避
免無謂浪費。適應期之後，若發現業界
違規，不會立即執法，而是首先教育勸
喻，屢犯不改者才會被罰。另一方面，
次階段何時實施暫無定論，主要看市面
上有沒有替代產品。當有了充分的替代
產品，才會考慮進一步推進。

就輿情反應來說，市民對 「走塑
令」 早有心理準備，處之泰然。大公報
記者近日採訪不同業界，普遍表示 「走
塑」 或會導致營運成本上升，但在可接
受範圍之內。 「走塑令」 水到渠成，原
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會有共識，市
面上也有大量的替代品，成本只是比膠
具貴一點，但不會對業界構成很大負擔
和麻煩，可實現 「無痛或少痛轉移」 ；
其次特區政府循序漸進，安排了足夠的
緩衝期，又以教育和勸喻為主，體現了
實事求是的作風。對業界而言， 「走塑
令」 成本不高、 「痛」 感低，又能為環
保作貢獻，何樂而不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環保署強調
「走塑令」 由供應方面控制，不針對市
民，市民毋需憂心。相比之下，垃圾收

費涉及千家萬戶，在政策理念上是以
「懲罰」 為主，感覺不好。特別是，香

港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市民居住面積普
遍狹小，在實施垃圾收費方面存在不少
實際困難，加上垃圾分類回收等基本工
作未做好，如果在條件不成熟之下急於
求成，只會適得其反，這正是大家對有
關政策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

有人對垃圾收費政策一再押後不以
為然，聲稱若再出現變數，將 「對不起
年輕人」 、香港會 「面紅」 云云。這種
情緒化的言論無助解決問題，也不符合
他們所稱的先進地區經驗，難怪被質疑
是否 「別有用心」 。就以被視為垃圾收
費 「模範生」 的日本而言，重點在做好
配套工作，逐漸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
且不是 「一刀切」 ，在東京都23個人口
特別密集之區，至今豁免指定垃圾袋。
可見任何地方推動環保政策都必須因
地、因時制宜，不能無視客觀現實和實
際效果，為了 「面子」 而急躁冒進。

環保大原則人人支持，減少垃圾是
香港社會的共同理念，但推動有關政策
必須腳踏實地，由做好配套工作入手，
先易後難，由點及面，循序漸進。即將
落實的 「走塑令」 ，將為香港推行環保
政策帶來新體驗、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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