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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奧運的法國巴黎爆出鼠患嚴重，這邊廂
同是國際大都市的香港，同樣受着鼠患困

擾，大公報記者在各區看見鼠蹤處處，身形如貓
大的巨鼠成群，鬧市穿街過巷覓食，十分嚇人。

立法會議員指出，鼠患除了令民生受到影
響，來港旅客對香港印象亦會扣
分。專家直指老鼠繁殖迅速且數

量驚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多受鼠患困擾，提醒市民應
經常保持環境衞生，減少鼠患形成。

香港銳意發展旅遊業，旅客更愛穿
梭於本港大街小巷深度遊、城市漫遊，
惟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多區，卻發現老
鼠成群。入夜後，大圍顯徑街附近的花
槽，不時看見多隻如手掌般大的灰色老
鼠走動；沙田顯徑邨附近的花槽亦看到
多隻老鼠的蹤影。

街市開老鼠派對
街市及後巷是常見的老鼠出沒地

點，在屯門新墟街市附近，記者直擊多
隻老鼠在濕滑的地面及坑渠上亂竄，猶
如開派對；牛池灣村內有不少店舖及食
肆關門後，老鼠便出動在濕滑的地面遊
走。食肆林立的後巷更是老鼠天堂，入
夜後，土瓜灣落山道、荃灣二陂坊及河
背街、北角糖水道及筲箕灣愛秩序街的
後巷均可看到多隻老鼠，其中落山道後
巷的老鼠體形十分巨大，而且毫不怕
人，約有五隻的老鼠群不斷在後巷穿梭
找尋食物；二陂坊及糖水道的老鼠同樣
多得嚇人。

欠缺管理公司的舊樓很多都需要居
民自行清理垃圾，有部分居民貪方便而
將垃圾丟在大廈外，形成老鼠的溫床。
深水埗大南街一幢舊樓，雖然遠離食肆
及街市，惟記者發現大廈門外堆放多袋
垃圾，老鼠群在垃圾堆、車底和大廈外
的隙縫走來走去，場面駭人。此外，靠
近街市的荃灣河背街一幢舊樓附近放置
不少雜物及垃圾，經常可見老鼠身影。

「不少旅客會在我們生活的社區遊

玩，因此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對香港
的印象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立法會環
境事務委員會委員何俊賢表示，鼠患在
民生上影響較大，而香港在內地及世界
各地推廣來港沉浸式旅遊，若地區出現
鼠患，旅客對本港的印象會大打折扣，
故除要做好本港零售行業及旅遊配套質
素提升外，環境衞生對香港旅遊業亦是
重要一環。

垃圾站壞門養鼠
何俊賢提到鼠患難以杜絕，只能減

輕老鼠帶來的影響及壓抑其繁殖，減少
惡劣的衞生環境便可減少老鼠繁殖數
量。此外，他發現部分安裝紅外線自動
感應活門、希望減少野豬等前來覓食的
垃圾站，設施經常損壞，維修需時，
「我見過一個月都無人整。」 他指變相

令相關密封的垃圾站形同虛設，老鼠容
易進入覓食，拾荒者亦可入內翻找垃
圾，造成衞生問題。他又指一些私人地
方、三無大廈，甚至公屋及天橋底仍有
垃圾積聚，希望有關部門採取有效及快
速的行動，以免成為老鼠溫床。

食環署回覆《大公報》表示，該署
除恆常派員進行街道潔淨、防鼠及滅鼠工
作，還採取預防措施以斷絕老鼠食物來源
（ 「食」 ）、清除藏匿處（ 「住」 ）及
堵塞來往通道（ 「行」 ），接獲《大公
報》查詢後，隨即派員到所指地點巡
查，並已安排在上址一帶公眾地方增加
放置有毒鼠餌及捕鼠籠，加強防控鼠
患。

發言人又指出，該署自2022年7月
起在各區設立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以
加強捕鼠效能。截至今年6月，設立共31
隊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共93人）。另
外，自2022年年底在多個地區推行試驗
計劃，容許持牌食物業處所在符合特定
條件下，在其相連後巷擺放大型垃圾桶
供短暫存放垃圾，現已推展至全港共28
條後巷。而今年該署會持續針對97個鼠
患主要黑點進行滅鼠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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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繁
殖率好高，一

胎最少六、七、八隻，幼鼠數月後
又可再繁殖下一代，生育數量十分
驚人。」 香港蟲害管理學會主席陳
澤森接受《大公報》訪問表示，老
鼠存在歷史久遠，在地球生存近兩
億年，繁殖率高，難以消滅，不少
大城市，包括法國巴黎及美國紐約
等亦受鼠患困擾。他坦言港府在滅
鼠方面已採取許多措施，惟香港人
口稠密，環境難以控制，讓老鼠有
孳生的空間，他認為本港老鼠數目
多年來都算平穩。

難覓食就會絕跡
陳澤森又提到當局通常以價低

者得招標承辦商處理鼠患，這樣做

必需作出積極的監管，若承辦商績
效未達標，便需考慮撤換另一個承
辦商，以達到滅鼠目標， 「價錢高
的也要支付，應看有關承辦商的表
現及成果。」 他又指滅鼠最好的方
法是保持環境衞生，清除垃圾，將
食物藏好，而市民需不斷改善周遭
環境及保持衞生清潔， 「沒有垃
圾、坑渠沒有積水，沒有東西可
吃，老鼠便走回大自然覓食。」

陳又提醒切勿餵飼老鼠及動
物， 「如人類一樣，若沒有東西吃，
樹根樹皮也要吃，動物在大自然自
有生存的方法。」 他又指沒有管理
公司的舊樓，夜晚將家居垃圾棄置
街上，街邊垃圾桶仍 「一袋二袋」
垃圾；垃圾站堆積廚餘成為老鼠溫
床，大眾需同心清除並持之以恆。

經常在日間看見老鼠亂走，甚至走到行人的
腳面。我覺得老鼠籠、毒鼠餌方式不太有
用，可效法以往內地全民捉鼠有獎金的方
法，鼓勵更多人主動去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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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滅鼠未達標 需考慮撤換承辦商
專家建言

▲食環署外判員工放置老鼠籠。

▲北角糖水道的後巷有不少老鼠出沒
覓食。

▲荃灣二陂坊的後巷可見到多隻老鼠
蹤影。

▲屯門新墟街市附近有多隻老鼠在坑渠及空地
亂竄。

防治鼠患小貼士
●經常保持處所清潔整齊
●食物殘渣應每晚清理，避免堆放雜物或垃圾，
以防老鼠在內棲息

●採取額外的防鼠措施，例如廚房及貯存食物的
地方避免安裝假天花，以免成為老鼠藏身之所

●不要在後巷處理食物或清潔食具，減少老鼠的
食物來源

●安裝檔鼠板，堵塞老鼠出入口，防止老鼠入侵
●時刻關好門窗，以防老鼠大舉遷入
●食物被老鼠啃咬或爬過後，應立即丟棄

大公報記者整理

市民有SAY

始終有部分市民亂拋垃圾，令環境持續不衞
生，老鼠便可繼續生存，所以應在教育市民
方面着手，再同時消滅老鼠。

捉鼠有獎

譚先生

教育着手

林婆婆

近年鼠患投訴
及收集老鼠數目

年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至6月

＊資料來源：食環署

投訴數目

約10800
約11100

約5100

收集死鼠及
捕獲活鼠的數目

約77200
約97800

約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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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
務委員會考察團日前在江蘇考察，
參觀了位於南京玄武區的紅廟街
區，了解當地城市管理單位如何透
過聯同物業管理公司和環境衞生公
司，實行街區一體化治理模式，以
保持街道秩序井然和潔淨衞生。議
員希望香港能借鑒南京的經驗，處
理環境衞生及街道管理問題可提升
成效。

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不少城
市為治理街道環境衞生問題，早就
實施 「門前三包」 環境衞生制度。
所謂 「門前三包」 是指臨路（街）
所有的單位、門店、住戶將擔負的
市容環境責任三包，即包衞生、包
綠化、包秩序。南京玄武區的紅廟
街區，實行街區一體化治理模式，
實際是細化了的 「門前三包」 管理
模式。內地能夠實行街區一體化治
理模式，關鍵在於法規與行政管理
制度上有配套，這正正是香港環境
衞生面對的老大難問題。

香港環境衞生問題情況相對複
雜，一般街道或者私家街內的住宅
小區問題相對棘手，更不可能實施
內地 「門前三包」 政策。解決街道
環境衞生問題，還是回到問題的原
點，從香港實際出發，從法規及行
政管理上着手。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考察團昨日
（24日）結束在南京及揚州的職務
考察，並於昨晚返回香港。多位立
法會議員表示，希望香港能借鏡南
京的經驗，提升處理存在已久的環
境衞生及街道管理問題的效率及成
效。

美食街秩序井然
考察團昨日上午參觀位於南京

玄武區的紅廟街區，了解當地城市
管理單位如何透過聯同物業管理公
司和環境衞生公司，實行街區一體
化治理模式，以保持這條著名美食
街的秩序井然和潔淨衞生。

考察團團長楊永杰總結為期四

天的職務考察時，形容是次考察行
程豐富，收穫甚豐。楊永杰表示：
「這次職務考察所獲得的經驗和資
料，將有助議員日後在議會內與政
府就加強香港的食物安全、環境衞
生服務和市容管理，以及促進本地
漁農業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和建言
獻策。」

考察團於8月21日至24日考察
南京及揚州，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永杰率領並擔
任團長。其他成員包括事務委員會
副主席梁文廣和委員江玉歡；以及
非事務委員會委員謝偉俊、謝偉銓
和張欣宇。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
展寰率領的政府考察團亦一同參與
是次職務考察。



立法會議員江蘇考察街道管理
【大公報訊】本港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與新加坡傳染病管理局臨
時規劃辦公室，近日就防控傳染病
簽署合作備忘錄。衞生署署長林文
健表示，透過簽署合作備忘錄，香
港特區與新加坡正式確立了合作夥
伴關係，標誌着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合作備忘錄的首要目標是促進
並加強雙方在共同關注的傳染病領
域的合作。

加強區域間傳染病資訊交流
應新加坡衞生部邀請，林文健

於8月22日率領衞生防護中心代表
團，在新加坡展開為期三日的訪問

行程。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
新加坡傳染病管理局臨時規劃辦公
室主任李堅明於8月22日簽署合作
備忘錄。

合作備忘錄旨在促進雙方就傳
染病防控、監測、流行病學調查及
應對有重大公共衞生影響的傳染
病、打擊抗菌素耐藥性行動、科
研及人員培訓等方面的協作，亦
就公共衞生緊急應變計劃及演習
作出交流；標誌着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在疾病防控領域，加強與
國際夥伴的緊密工作關係，包括
進一步加強區域間傳染病資訊交
流和經驗分享。

港星簽署傳染病防控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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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左一）與新加坡傳染病管理局臨時規劃辦公室主
任李堅明（右二）完成簽署傳染病防控合作備忘錄，左二為衞生防護中
心總監徐樂堅。

新聞追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