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個備用
社區隔離設施
洪水橋
佔地面積：
約3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12萬元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人工島

佔地面積：
約2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6.5萬元

粉嶺

佔地面積：
約2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6.5萬元

竹篙灣

佔地面積：
約65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170萬元

啟德跑道

佔地面積：
約11.5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40萬元

落馬洲河套區

佔地面積：
約19公頃
每月大約開支：
140萬元

資料來源：
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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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小萍 嚴偉豪 美術編輯：劉國光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蘇荣（文） 盧剛昌（相）

新冠疫情期間，政府興建了九個社區隔離
設施，仍有六個處於空置備用狀態，涉

及佔地面積總共102.5公頃，政府每月花費保
養開支高達375萬元，一年的公帑開支便高達
4500萬元。

大公報記者昨日現場直擊，發現部分空置
設施已經殘破，例如竹篙灣

設施的門牌已經損毀，閘口的太陽能板更是連同閉
路電視掉在地上，雜草叢生。有市民認為，香港寸
金尺土，任由設施空置「曬太陽」，太過浪費。有立
法會議員建議，將空置設施轉為過渡性房屋，或騰
出部分地皮舉辦盛事。

六隔離設施閒置 月花375萬保養
日久失修雜草叢生 議員倡作過渡房屋



因地制宜改建
羅先生：應該因應地點優勢
去改建方艙用途，例如啟德
隔離設施，面對海景，又是
黃金地段，可以改建為青年
宿舍、旅館之類。

供有需要者入住
溫先生：備用隔離設施挺浪
費，但政府應該不會長期浪
費公帑，隔離設施改建方
向，最好是能給有需要的人
入住。

疫情過去，曾作染疫者隔離用途
的社區隔離設施早已完成使命，然而
位於洪水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
工島、粉嶺、竹篙灣、啟德跑道、落
馬洲河套區的六個設施，卻仍未有新
用途。發展局回覆立法會議員就財政
預算案的提問表示，該六個設施每月
實際開支共約375萬元，竹篙灣的費用
最高，每月約需170萬元（詳見表）。

開支涉及保安清潔電費等
發展局表示，根據衞生署提供的

資料，有關設施現由衞生署安排外判
基本保安，同時部分設施仍需安排外
判清潔服務，以及維持照明、冷氣、
消防和電訊設備的運作，涉及電費及
維護費用。另有個別設施會按實際需
要提供其他用途，而有額外開支。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該六個設施實
地觀察，發現竹篙灣的殘破程度最嚴
重，大門外的門牌已損毀，閘杆整條
斷掉。閘口附近有兩個閉路電視，一
個因為嚴重生鏽，連同裝在上面的太
陽能板一起掉到地上；另一個的鐵柱
已經生鏽，殘破不堪。另一邊閘門前
的水馬，已跌落路面的坑渠。圍欄雜
草叢生，驟眼一看，儼如廢墟。

粉嶺設施也因為長期丟空，屋頂
生鏽。設施外原用作引道的水馬，幾
乎全數倒塌，圍欄外有不同的垃圾，
例如木板架、發泡膠箱、生鏽的手推
車等等。洪水橋隔離設施的情況相
若，大公報記者從外觀察，發現不少
房間的門牌已經脫落。

其餘三個空置的隔離設施，分別
是港珠澳大橋設施、啟德隔離設施，
以及落馬洲河套區設施。大公報記者
在現場觀察，外貌仍算新淨。

可騰出用地辦盛事
市民黃小姐昨日在粉嶺設施外，

見到隔離設施丟空，覺得很浪費，她
向大公報記者說，香港寸金尺土，很
多基層市民住在鐵皮屋或環境更惡劣
的地方，希望政府考慮善用這些設
施，供基層市民入住。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凱欣表
示，竹篙灣地皮大，建議盡快更改用
途，包括改做過渡房屋。商界議員林
健鋒認為，建議將設施轉為安置劏房
戶。選委會界別議員何敬康建議，活
化啟德設施或減少方艙數目，以騰出
空間或用地，讓相關部門推動發展文
化藝術、創作及舉辦時效盛事。

對於現時仍有六個社區
隔離設施空置，醫務衞生局

局長盧寵茂昨日表示，有關政策局和部門正就啟
德社區隔離設施的後續安排作詳細評估，現時仍
在商討階段，有決定後會適時公布。目前該用地
作為旅遊中樞和休憩用地的長遠規劃意向，並沒
有改變。醫衞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表示，河套區
應急醫院正提供醫療服務，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
心及竹篙灣的防疫設施單位，則保留用作防疫抗

疫用途，其他社區隔離設施會陸續釋出作其他用
途，而在未轉變用途前，衞生署會負責設施的保
安及清潔。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建議，竹篙灣社區隔離設
施改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
示，有關地皮受制於和迪士尼樂園公司簽訂的限
制性契諾，不能做一些東西影響迪士尼樂園的氛
圍， 「若大家說短期房屋、住宅，就一定是違
反。」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啟德用地後續安排未定案
局方回應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閘口附近有兩個閉路
電視，其中一個因為嚴重生銹，連同裝在上
面的太陽能板一起掉到地上。

▲粉嶺社區隔離設施外原本用來引道的水馬
幾乎全數倒塌，圍欄外更放滿了木板架、發
泡膠箱及生銹的手推車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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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垃圾收費先行
先試計劃已進行半個多月，政府邀請區議員參與在
14個試點進行問卷調查，據了解，在公屋試點初步
收回的問卷，較多居民認為垃圾收費計劃應該較遲
推行，適應期應延長一至兩年。

問卷調查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大公報記者獲
悉，問卷分為三款，分別調查前線清潔員工、住
戶、食肆員工。住戶問卷有13條問題，包括棄置垃
圾數量有無改變、分類回收量有無改變、自資購買
指定袋是否有困難、使用指定袋會否改變住戶生活

習慣、家居附近分類回收設施是否足夠，以及需多
久時間熟悉垃圾收費細節等。

荃灣滿樂大廈安寧樓是試點之一，荃灣區議員
古揚邦向大公報記者表示，問卷調查已於本周一展
開，由三名區議員每日下午5時至晚上9時左右，在
大廈大堂向經過住戶進行調查。他說初步發現，大
部分住戶反映垃圾量沒太大變化，但多數人認為需
更多時間熟悉垃圾收費的細節和流程，而且多數人
認為適應期應延長一至兩年。

柴灣連翠邨也是試點，東區區議員何毅淦向大

公報記者表示，問卷調查於本周二展開，截至昨日
暫收到近100份問卷。住戶意見正、反方面都有，多
數人認為垃圾收費應該較遲推行，當中有人希望不
要推行，因為指定袋收費貴，而且執行細節、配套
等不齊全，實施有困難。

廚房「袋中袋」問題普遍
清潔員工問卷有7條問題，包括使用指定袋對日

常工作的影響、實施困難的原因、會否令工作變得
複雜、帶來不便、或是增加與居民間的摩擦等。消

息人士稱，在屯門院舍試點，廚房員工關心廚餘量
增加，負責整理餐具的員工關注回收分類。大部分
員工認為工作量增加，暫時可接受，但廚房有 「袋
中袋」 問題，即指定袋套入普通膠袋，以確保能裝
下大量廚餘垃圾。

屯門區議員葉文斌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當局試
點卓爾商場由政府部門進行調查，區議員負責的問
卷，將交給民政事務處轉交環境保護署。

政府早前表示，先行先試結果將於5月至6月向
立法會交代。

調查：垃圾收費計劃 居民多支持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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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贏的全港戲院日
香港戲院商會將4月21日（下

周日）定為今年的全港戲院日，
全港63家戲院劃一票價30元，昨日
中午12點開始售票。活動得到市民
熱切響應，中午時分，各戲院前
都有人排隊購票，有人更提前3小
時排隊。網絡售票一樣擁擠，需
要等約1個多小時才買到票。不少
市民表示票價吸引，加上是周日
休息，願意留港消費。

去年香港全面復常，香港戲
院商會首辦全港戲院日，場面墟
冚。今年是第二次舉辦，仍然是
熱鬧非凡。全港戲院日之所以大
受歡迎，價格優惠無疑是最重要
的。現時電影早場票價一般是60
元，其他場都是100元以上。近來
港人熱衷北上消費兼看電影，內
地電影票價雖然比香港便宜一
點，但也要50元以上。全港戲院日
的票價比內地還便宜，且允許一
個人最多買4張票，即一家四口看
電影的費用相當於平時一個人
看，簡直 「抵到爛」 。

其次是電影質素有保障。現
時內地拍出不少好電影，如龍年
賀歲片《熱辣滾燙》，在內地票

房大收，在香港也引起熱烈反
響。香港本地的電影業在走過一
段低潮期後，近年亦出現復甦勢
頭。第42屆香港金像獎典禮日前舉
行，被評為最佳電影的《毒舌大
狀》，去年初上畫後大收一億港
元票房，一舉打破了西方電影的
壟斷地位，躋身香港中西電影歷
史十大票房，在內地的票房更高
於香港。全港戲院日會提供金像
獎的所有得獎作品，自然會提高
公眾的興趣。

可見舉行全港戲院日是多贏
方案，觀眾得到快樂，商家賺到
人氣，且推廣戲院文化，讓市民
感受到觀影途徑雖多，但到戲院
看仍是難以取代的大眾娛樂。

當然最重要的是，有了更多
觀眾支持，對香港的電影復興、
建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大
有裨益。早前阿里巴巴集團宣布
未來5年在香港投入50億元，拍攝
具港味的電影，就是對香港電影
業投下的信心票。香港應乘勢而
上，創新求變，做大做強文化藝
術產業，助力文化復興。



垃圾收費問題多 借鑒經驗再研究
垃圾收費政策 「先行先試」 ，這是

認真負責、積累經驗的做法，也是借鑒
外地經驗、化為己用的過程。大公報記
者近日到訪被稱為 「環保模範生」 的日
本，實地了解其垃圾收費的運作，真切
感受到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
是長期教育、因地制宜、完善配套。說
到底，落實環保的關鍵是改變生活習
慣，垃圾收費是一個移風易俗的過程，
循序漸進才能獲得理想的效果。

日本的 「垃圾收費」 並非一刀切，
並非規定在某一具體時間全國統一實
施。相反，日本的垃圾處理由地方政府
負責，垃圾管理、回收及徵費標準亦都
不一樣，可謂 「各處鄉村各處例」 。在
很多地方，垃圾分類很細緻，分為可燃
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險垃圾、資源垃
圾、大件垃圾等五大類，而金屬、塑
膠、玻璃、破爛品、紙類等，也需要分
開處理。各地規定在什麼時間，掉什麼
種類的垃圾，且掉垃圾的時間要恰如其
分，不早不遲。對於傢俬電器等大型垃
圾，則要在便利店買貼紙，電召回收
商。但在大阪等地，垃圾毋須分類，也
不用指定膠袋包裝，有些垃圾處理不收
費。所以日本人在國內若移居他地，需
要重新適應當地的垃圾處理方法。

有統計顯示，截至2019年，日本全
國1741個市、町、村中，實施垃圾收費
的共1094個，收費實施率約為62%，其
中鄉村的實施率高於城市。原因與城市
空間有限，處理垃圾的配套設施較少有
關，因此在分類及收費方面的規定相對
寬鬆。事實上，日本的垃圾循環再用率
為20%，這意味着大量的垃圾包括一些
廚餘，不論分類與否，最終歸途是堆填
區或焚化爐。

日本在垃圾處理方面走到今天這一
步，用了差不多60年時間。上世紀60年
代日本經濟起飛，生產的垃圾量隨之增
加，亂掉垃圾現象隨處可見，日本政府
因此發起美化首都運動。不過，當時的
日本人並不買賬，更因堆填區選址引發
民眾抗議，這和後來香港發生的情況差
不多。直至80年代，日本才開始推動簡
單的垃圾分類，再經過數十年發展，形
成了規範化的垃圾處理系統。

日本處理垃圾的密碼，主要有兩
個，首先是教育從孩子開始。處理垃圾
是大事，市民的支持很重要，而支持的
前提是認知認同，這需要長時間的教

育，潛移默化，非一時三刻可以做到。
為此，日本小朋友從幼稚園階段開始，
就要學習如何垃圾分類，還有模擬訓

練，慢慢地，垃圾分類成為日本人的習
慣，成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雖然這會
花時間，但人們認為這樣做有利於美化
環境，人人皆可受惠，因此很樂意配合
政府的有關政策。二是完善配套。一般
人不願分類、回收，主要是怕麻煩，為
此，政府、商家給予市民大量的支持，
政策宣傳到位，程序說明清晰，各種處
理垃圾的設施一應俱全，市民只要跟足
指引，都不難做到。

還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如
日本的回收垃圾設施設有香味劑，可以
抑制臭味。日本人在做垃圾分類時，首
先做好清理，把好第一道關。大公報記
者在日本的大型垃圾處理場，沒有聞到
特別濃烈的氣味，這與香港垃圾房普遍
的中人欲嘔，不可同日而言。

環保的大原則人人支持，但具體到
實施垃圾收費這個階段，香港至今意見
紛紜，現實條件也難以做到一蹴而就，
教育、配套等等，缺一不可，這需要時
間，不可能跳越中間環節。香港借鏡其
他地方環保經驗，需要客觀全面，認真
分析研究其政策形成的過程、推動政策
的程序，再根據本地實際作部署。香港
結束 「先行先試」 後下一步如何走，最
重要還是實事求是，不可急於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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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社區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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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橋社區隔離設施

◀港珠澳大
橋社區隔離
設施入口以
大型水馬圍
封。

◀洪水橋社
區隔離設施
的房間門外
的 貼 紙 剝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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