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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文） 林良堅、許棹傑（視頻）

村民促停堆填區 加快垃圾焚化發電
打鼓嶺變垃圾山 惡臭及蚊蟲滋擾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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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垃圾收費先
行先試計劃推行已逾一個半月，政府將於下周一
（27日）向立法會交代試行計劃報告。大公報記
者近日再次實地走訪各試點，發現深水埗兩幢三
無大廈住戶對使用指定袋反應仍然冷淡，在垃圾
收集站未有以指定袋包裹的垃圾，廚餘回收桶使
用率亦低，有清潔工表示每日不多過四個人使
用。

垃圾收費政策原意是透過規定市民付費使用
指定袋，鼓勵源頭減廢，分類回收，不過有試點
居民說，實踐發現指定袋無助鼓勵源頭減廢，而
且社區回收配套不足，無誘因鼓勵分類回收。

深水埗北河街15及17號、長沙灣道58號兩幢
三無大廈，是先行先試計劃試點之一，大公報記
者自4月1日以來持續觀察推行情況，發現兩廈居
民雖獲政府免費派發指定袋，但從未積極使用，
有住戶起初有使用指定袋，6日後已換回普通垃圾
袋；有住戶說嘗試分類垃圾以減少垃圾量，但發
現要花半小時，不可能下班後再花費這些氣力。

回收站遙遠 沒時間天天去
大公報記者於上周一（13日），即試驗計劃

推行一個半月時，再到兩廈實地觀察。北河街三
無大廈的居民通常將垃圾丟到樓下垃圾箱，再由
清潔工人搬到醫局街垃圾收集站。當晚9時，記者

見到垃圾箱內堆滿生活垃圾，但未見以指定袋包
裹；醫局街垃圾收集站附近的兩個廚餘回收桶亦
空空如也。

「今天還沒有人用過！」 清潔工明哥（化
名）告訴記者，平常幾乎沒人使用廚餘回收桶，
即使有，一天也不超過四人， 「大家嫌麻煩，管
他廚餘不廚餘，一併扔到垃圾桶，簡單。」 他說
在垃圾站也很少見到用指定袋包裹的垃圾，相信
因為居民參與意欲不高， 「沒有人管理，也沒有
人宣傳教育，大家丟垃圾時不會考慮太多；試過
一兩次分類之後，覺得麻煩就不會再做。」

在長沙灣道三無大廈試點，住戶日常將垃圾
放在樓梯通道，由清潔工人處理。晚上9時，大公
報記者逐層觀察，基本上每層都有住戶丟出來的
垃圾，但只有四包有使用指定袋，有一戶則是將

指定袋套在垃圾桶上，供全層住戶共用。
該廈居民韓先生告訴記者，本月仍有收到免

費派發的指定袋，但鄰居們 「會用的就用，唔用
的就一直都唔會用。」 他說自己初時有使用指定
袋，但一段日子後，發現自己並沒因為用指定袋
而源頭減廢，反而要記着使用指定袋的感覺很不
自然， 「做回收，要跑去垃圾站，相隔幾條街，
香港人生活繁忙，誰有時間天天跑兩條街為了源
頭減廢呢？回收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街坊：廚餘回收 浪費時間
居民如有回收物要棄置，須拿到相隔兩條街

的大南街垃圾收集站，距離約600米。記者到訪
垃圾收集站，發現廚餘回收桶亦是空空如也。垃
圾站清潔工輝哥（化名）告訴記者： 「每天只有
三、四人來做廚餘回收，晚點可能會有人來
吧。」 他稱在先行先試初期，不時有市民過來棄
置廚餘，但其後逐漸減少。

「街坊嫌廚餘回收麻煩。」 輝哥說，不少街
坊反映，做廚餘回收是浪費時
間，而且沒有任何獎賞，毫無
吸引力， 「如果全部換成掃二
維碼儲積分的那種廚餘機，可
能街坊會願意做多一點。」
視頻：伍軒沛、葉浩源、李宇俊 掃一掃有片睇

試行逾個半月 反應冷淡

三無大廈居民：指定袋無助減廢

垃圾收費透視

掃一掃有片睇

回收意識差
配套設施閒置

◀打鼓嶺的松園下村距
新界東北堆填區僅三公
里，氣味問題多年來一
直困擾村民。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陳月明指堆填區附
近的居民，一直要求
政府盡早關閉堆填
區。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借鑒內地經驗 邁向無廢城市
在建設 「無廢灣

區」 的機遇下，香港
正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探索深化 「無廢城
市」 和資源循環交流合作。立法會議員陳
月明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支持
「無廢灣區」 議題，並認為內地經驗值得
參考，建議政府多參考內地先進技術。

陳月明說，據她了解，環境保護署正
與內地灣區城市了解處理廢物設施的技術
及成效等，結合雙方的長處。兩地法律制
度、技術可行性，以至成本效益等或會有

所不同，她相信仍有待兩地政府共同探
討。她表示，早前到訪深圳鹽田的轉廢為
能的焚化發電設施，上方樓層有經營餐
廳，她形容建築外觀不像垃圾焚化爐。

本港最快要到2025年，才有第一座焚
化發電設施（I．PARK1）落成，陳月明認
為，有必要請示中央，以及結合灣區一體
化定位，探討如何善用灣區其他城市的焚
燒能力，盡早引入技術加快兩座焚化設施
的進度，盡早落實關閉堆填區。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龔學鳴

灣區合作

本港首階段「走
塑」昨日滿月，環境及
生態局走訪全港超過

7000間食肆，已有約七
成轉用非塑膠餐具，只有小部分仍在尋找合適的
替代餐具供應商。

環境及生態局表示，適應期只過了一個
月，絕大部分市民逐漸適應和接受使用可

重用餐具並養成 「走塑」 的習慣，形容情況令人
鼓舞。

食肆實現 「走塑」 ，關鍵是有足夠的非塑
膠餐具作替代品，加上商戶與顧客配合。儘管
「走塑」 初期，有顧客反映非塑膠餐具出現各

種狀況，但 「走塑」 一個月下來，情況已經有
改善。

實現食肆 「走塑」 ，最重要是市民覺得雖然

有些麻煩，但屬於可以克服的不便，盡力配合。
這說明港人通情達理，環保意識不差。至於走塑
是否達到減廢目的、是否真環保、是否符合成本
效益，則是另一話題。

有人認為 「走塑」 不等同環保減廢，因為這
類餐具原材料大多是植物，換言之，對大自然帶
來破壞。當市民購買外賣都使用自備餐具，才是
真正環保。

走塑易，減廢難？

透視鏡
蔡樹文

柴灣公屋連翠邨是
垃圾收費先行先試計劃

試點之一，居民張女士告訴大公報記者，過
去一個月，政府仍有免費派發指定袋，她亦
有使用。不過從大廈樓層內的垃圾房所見，
大部分住戶無使用指定袋，數層垃圾房之
中，只有一兩層的垃圾房可見到一兩個指定
袋。

張女士帶記者視察廚餘回收機，機內只
有少量果皮。 「其實我們屋邨的配套算是很
好，而且每一個住戶入住前，管理處都有介
紹不同的回收點及作用。」她認為，住戶缺
乏回收意識，因此沒興趣抽時間做回收。

東區區議員植潔鈴向大公報記者表示，
試行計劃初期指定袋使用率有大約兩成，最
近有下跌趨勢，估計現時跌至不足一成。她
指出很多住戶對垃圾收費是抱着 「沒辦法」
的態度，建議先做好分類回收的教育宣傳，
在社區增加回收配套，待全民回收意識上
升，才實施垃圾收費。

環保署：住宅使用合規率參差
環境保護署回覆《大公報》表示，先行

先試計劃14個試點中，住戶的使用合規率較
參差，三無大廈的合規率只有一至兩成，公
營房屋及私人住宅的合規率平均由兩成至五
成多不等。院舍、食肆和政府大樓等試點，
基於相關管理層的要求，一般都全部合規，
商場的使用率約七成。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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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教育

「鄉郊推行（垃
圾收費）真的好困

難。」 立法會議員陳月明表示，垃圾收費
推出前，社區要有完善的回收配套，市民
要有回收的公民意識，兩者缺一不可，但
現時是兩者都未準備好。

陳月明以她居住的鄉村為例，垃圾車
每日一次定點收集垃圾，垃圾站經常爆
滿，垃圾隨處可見。區內人口多、分布散
亂，她擔憂若推行垃圾收費，會出現非法

棄置等問題，而且鄉村居民不少是老人，
難以要求他們改變丟垃圾的習慣。

「食完杯麵的碗，可以回收嗎？我都
不知道。」 村民張先生向記者表示，村內
的垃圾點旁邊設有回收垃圾桶，但形同虛
設，村民已習慣將所有垃圾放在同一膠袋
內扔掉。

陳月明說，環保教育應從小做起，並
持之以恆。政府繼續透過學校教育，培養
環保意識。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龔學鳴

鄉村推行垃圾收費困難重重
條件不足

本港現有三個策略性堆填區，分別是位於屯門
稔灣的新界西堆填區、打鼓嶺的新界東北堆填區，
以及將軍澳大赤沙的新界東南堆填區。打鼓嶺堆填
區自1995年開始運作，現時面積95公頃，每日接收
約6800公噸垃圾，包括都市廢物、豬糞等。

《大公報》記者於本周一（20日）到打鼓嶺的
松園下村實地觀察，從村內抬頭可眺望到三公里外
的新界東北堆填區，山上是一大片不透氣永久墊層
的綠色物料，山邊有一輛一輛貨車進出，傾倒垃
圾、廚餘等。

深圳居民亦受臭味影響
原居民張先生告訴記者，堆填區所在位置，原

本是一個天然山丘，其後被挖掘成山谷，從全港不
同地方運來的垃圾傾倒到這裏，一層層堆積，今日
變成 「垃圾山」 ， 「我們全村人一直看着它（堆填
區）長高。」 他苦笑說，曾有村外人誤以為堆填區
是景點， 「的確是山，但這是垃圾山」 。

打鼓嶺堆填區附近除松園下村，還有香園圍
村、竹園村、坪洋村等，村民深受垃圾堆填區的氣
味滋擾。身兼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席的陳月明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多次強調要求政府停止新界
東北堆填區的運作，她說2022年上任立法會議員，
一年間已收到逾5000宗投訴，主要是堆填區附近居
民受垃圾臭味、蚊蟲等滋擾。有深圳居民向她反映
堆填區臭味問題，並在月曆上標記臭味強弱度。

陳月明是打鼓嶺區原居民，她形容 「一出門口
就是臭！」 情況嚴重時，在浴室稍為打開窗戶，臭
味即飄入室內，當臭氣強烈時，村內蒼蠅數量便隨

之增加，滋擾村民生活。未有堆填區時，村內河道
的水源是可以飲用的，河內有蝦、蟹等，但現時只
有泥黃色的水， 「堆填填了那麼久，都滲透在土地
內。」

張先生說，每當村民反對堆填處理垃圾，外界
就會有 「垃圾不掉在打鼓嶺堆填區，掉在哪裏？」
的回應。他說早於10年前，村民已不敢在屋內開
窗，臭味更吸引過百隻烏鴉在村內出沒，一早到晚
在樹上 「吖吖」 叫，他形容是從視覺、聽覺，到嗅
覺的三重滋擾。

「香港還在用堆填方式處理垃圾，真的很落
後。」 陳月明說，村民希望政府盡快停止以堆填方
式處理垃圾。她指政府近年針對臭味外溢、周邊環
境衞生問題，加強噴灑礦物砂英泥漿塗料、增設氣
味中和機、覆蓋滲濾污水池，以及加強對氣味的監
測等措施，情況有改善， 「做了好過沒有做」 。

I．PARK1最快明年投入服務
為了擺脫依賴堆填區處理垃圾，政府正在興建

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轉廢為能的焚化發電設施I．
PARK1，並籌備興建I．PARK2，但預計分別要到
2025年、2030年才投入服務，每日合共可處理
9000公噸垃圾。環保署預計，當I．PARK2投入運
作後，打鼓嶺堆填區將轉型為只接收建築廢物。

陳月明表示，政府應盡快減少運往堆填的垃
圾，包括使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K2，處理
禽畜廢料、廚餘等。另外，環保署承諾首個焚化發
電設施建成後，廚餘、畜糞等垃圾優先焚燒處理，
長遠期望加快焚化發電設施的建造及增加容量。

「這座確是山，但這座是垃圾
山。」 在新界打鼓嶺區，居

民指着不遠處的新界東北堆填區說，
村民與堆填區為鄰接近30年，長期忍
受惡臭與蚊蟲滋擾，看着河水由清澈
變為土黃色。

立法會議員兼北區區議員陳月明接受《大公報》訪問表
示，以堆填處理垃圾的方式十分落後，她不斷接獲堆填區附
近居民的求助與投訴，要求政府盡早關閉堆
填區的運作，同時加快焚燒垃圾發電設施的
興建工程，並應增加有關設施的處理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