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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昨日在網誌公布2023年都市固體廢物統計報
告的部分內容，提到2023年的人均棄置量為每日1.44公
斤，較2022年的1.51公斤下跌4.7%，2023年廢塑膠棄置
量按年跌幅逾10%；整體廚餘減少3.4%，其中家居廚餘
更減少12.6%；廢紙和金屬分別下跌3.2%和9.5%不等。
另外，2022年底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後，2023年棄
置量大幅減少約31.5%。

綠在區區首三季回收量逾3萬噸
隨着政府擴展社區回收網絡，回收方面漸見成效，總

回收量由前年約191萬公噸增加至去年接近197萬公噸，
增加超過5.5萬公噸，回收率亦由32%上升至33%，其中
「綠在區區」 今年首三季回收重量達到逾3萬公噸，超過
去年全年2萬6000公噸。謝展寰表示，數據反映出本港都
市固體廢物量已過頂峰，並且開始穩步下降，形容是香港
保護環境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謝展寰表示，回收設施和收集點是推動市民回收的關
鍵，現時整體廚餘回收量平均每日廚餘收集量約310公
噸，相較去年12月增加50%。明年繼續加強廚餘收集措
施，其中包括將全港住宅的廚餘收集設施倍增至約1600

個，並會逐步為公屋增設智能廚餘回收桶，以達到2026
年時公屋 「一座一桶」 的目標，以及增加廚餘回收流動點
的數目至100個。

議員：垃圾徵費非減廢唯一手段
謝展寰亦預告下月內推出全新的 「綠綠賞」 獎賞選

項，讓用戶以積分兌換為電子禮券或超市購物券，自由選
擇所需的禮品，令 「綠綠賞」 更生活化。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
員劉國勳表示，樂見今屆政府減廢回收成績初見成效，認
為垃圾徵費並非減廢回收的唯一手段，最重要是宣傳教
育、提高意識、增加配套等，而今年回收量增加正是反映
社會意識的重要性，期望政府把握機遇，勿讓市民的熱度
冷卻，推廣減廢回收。

劉國勳關注不少回收點營運成本高，促請政府思考如
何透過新科技及流動點等降低成本，確保回收點的可持續
性，期望政府明年到立法會匯報進度一併交代。

劉國勳亦建議回收點推行至鄉郊地區，同時提供更多
誘因，包括提供現金券、扣減電費、水費等吸引市民多回
收。

謝展寰：加強廚餘收集措施 綠綠賞送超市禮券
本港去年人均廢物棄置量較2022年下

跌4.7%，回收率亦從低位開始上升。環境
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廢物量已經越
過頂峰，開始穩步下降，相信在推進減廢
回收下今年回收量會有更好成果。政府將
繼續加強各項廚餘收集措施，2026年達到
公屋 「一座一桶」 的目標，並下月起綠綠
賞積分可提供兌換 「超市禮券」 。

有立法會議員期望政府把握機遇，提
供更多誘因吸引市民回收，同時配合其他
減廢相關的新例實施，有信心在毋須徵費
下，仍可逐步達到《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的目標。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有市民即場試飲由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出
產的食水。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水務
署昨日首次在將軍澳海水化淡廠舉行開放
日，向公眾介紹該廠的海水化淡設施和食
水處理程序，活動吸引逾1600名市民參
與。入場人士可參觀該廠的逆滲透淨化大
樓、溶氣浮選過濾池及行政大樓等重要設
施，了解海水轉化成食水的過程，以及如
何製成符合《香港食水標準》的食水。不
少市民更即場試飲由該廠出產的食水。

場內設打卡點互動遊戲
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國家從未間斷

為香港供應東江水，東江水現時佔全港食
水用量達七至八成。明年是東江水供港60
周年，為加深市民對東江水供港的歷史、
發展和現況的認識，感受國家一直給予香
港的巨大支持和關愛，開放日特設東江水
供港主題展覽，展示香港在60年代應對旱
情的情況和當時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的珍

貴歷史相片，以及粵港兩地政府一直以來
就保障供港東江水水質及供水量所實行的
措施和努力。

場內亦設有多個打卡點和互動遊戲
區，水務署吉祥物 「滴惜仔」 亦有現身與
參觀的市民合照留念。現場所見，參觀者
十分投入參與以珍惜食水為主題的互動遊
戲。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期於去年12月
22日開始供水，每日食水產量可達13.5萬
立方米，佔本港食水用量約5%。海水化
淡廠可以為香港提供一個不會受到氣候變
化影響的水資源，提升食水供應的應變能
力和穩定性。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劉俊傑昨
日在開放日開幕禮致辭時表示，將軍澳海
水化淡廠落成，以及透過跨地域和跨領域
協作引進先進的海水淡化技術，突顯香港
作為國際基建中心的成就。水務署署長黃

恩諾、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工程項目顧問及
承建商代表一同主持開幕禮，多位立法會
議員、西貢區議會議員等出席。

海水化淡廠開放日 市民即場試飲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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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發展局局長甯漢
豪表示，發展局一向關注建造成本
問題，去年第四季展開一項策略性
研究，比較香港與其他主要城市在
不同工程類型上的造價，深入了解
本港高建造成本的原因。策略性研
究總結出五個導致香港高建造成本
的主要因素，並從四大方向提出建
議，以加強管控建造成本。發展局
今年內會提出具體建議，明年起陸
續推行。

甯漢豪昨日在網誌提到，發展
局積極推動建造業以創新科技提升
建造效益，包括於今年8月成立香
港建築科技研究院。建科院會就推
動應用研發、提升標準和提供認
可、認證及測試三大主要方向發
展。並於上周舉辦的 「國際基建項
目領導峰會」 上與廣東省建築科學
研究院、新加坡建設局，以及三間
本地大學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科技
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簽訂合作備忘
錄，以拓展建科院的合作網絡，推
動建造業應用創新科技。

建科院董事會主席韓志強表
示，建科院會推動應用S690、

S960高強度鋼材及超高性能混凝
土，這些建築物料比傳統物料強度
高兩至三倍，可以減少物料應
用、結構重量甚至地基規模，亦
便利相關工程組件於廠房預製，
做到提速、提量、提效、提質的
效果。在提升標準方面，他表
示，建科院會先檢視香港沿用多
年的建築及設計標準，包括樓宇
的荷載設計要求和地基承載力的
設計值等，將有效提升工程效率，
減低建築成本。

韓志強說，建科院亦會透過校
對和補足不同地域標準在測試及
認證要求上的差異，促進國內外
優質並具成本效益的建築物料於
本地應用。建科院在首階段將會
為道路隔音屏的材料作標準對接，
預計未來各項道路工程項目可以得
益不少。

建科院亦已推出 「組裝合成」
製造商認可計劃，以確保參與的
「組裝合成」 製造商遵循嚴格的生
產流程和質量標準，加強質量管
控，進一步推動 「組裝合成」 建築
法在本地的應用。



四方向管控建造成本
發展局：明年陸續推行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
道：醫院管理局自行研發的臨床
醫療管理系統獲得醫療信息管理
系統協會頒發電子病歷應用模式
最高等級的第七級認證，是本港
首個醫療機構獲頒該認證。系統
不僅支持臨床團隊每天的日常運
作，更可透過數據提升醫療護
理，包括透過不同類型的風險預
測模型，及早識別和治療高危病
人；根據病人的風險預測及風險
分層，量身制定治療計劃等。

截至2024年8月，全球有超
過350間機構達到第七級認證，
包括醫管局轄下的43間醫院。醫管局資訊
科技及醫療信息部主管張毅翔表示，醫管
局90年代成立初期，主要使用紙本病歷
紀錄，90年代中期開始使用第一代的臨
床醫療管理系統，將病人的病歷電子
化，現時系統已發展至第四代，並因應不
同時期的需要加入新功能，例如放射學資
訊系統、住院病人藥物處方系統、電子X
光片及臨床流動應用等，數碼化系統已融
入日常運作。

推無紙化病歷及遙距醫療護理
現階段臨床醫療管理系統提供逾

1000個功能模組，支援逾70000名醫護人
員和管理人員的日常臨床運作，每日的數
據處理量高達一千萬。

醫管局醫療信息主管彭育華表示，系
統已延伸至公立醫院的不同範疇及服務，
由內到外將醫院服務數碼化，包括無紙化
病歷以及遙距醫療和護理。她舉例指出，

過去醫護人員拿着紙張病歷文件夾
診症，近年開始每位醫生手中載有
電子病歷系統平板電腦，可及時查
閱患者病歷、驗血報告等資料，診
症時精準。

瑪麗醫院副服務總監（質素及
標準）／內科副部門主管陳穎思舉
例，心肌梗塞病人救治時間爭分奪
秒，到醫院後90分鐘內應接受心導
管治療，但過去要經過病人登記、
通知專科醫生診症等不同程序，會
有拖延。近月在瑪麗醫院試行內聯
網溝通程序，將不同團隊醫護人員
加入同一溝通平台上，醫護人員可

及時看到病人心電圖報告、安排診症等，
有助節省流程，提升運作效率，醫生診症
前可提前得悉病人過往手術、化驗結果等
病歷，同時會運用醫療資訊科技保障病人
安全，例如醫生為住院病人藥物處方時，
系統顯示注意事項。

展望將來，醫管局積極籌備第五代臨
床管理系統發展專案計劃。張毅翔表示計
劃未來利用人工智能，期望為病人提供優
質服務。

醫管局臨床管理系統
獲最高級電子病歷認證



港人回收意識增 廢物量年跌4.7%

【大公報訊】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第二期發展進入收地及建造
階段，發展局昨日表示，首批218
戶居民原本須於今年12月遷出，
政府本着 「以人為本」 的精神，在
不影響工程進度前提下，並希望讓
合資格受影響居民無縫入住洪水
橋專用安置屋邨第一期出租單位
「樂翹樓1座」 ，因此早前透過
地政總署的社區服務隊，通知居
民首批住戶遷出時間不會早於明年
3月底，今日起開始向居民發出書
面通知。

對於居民對出租單位租金、住
址證明和寵物安排提出關注，發展
局表示，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專用安
置屋邨出租單位，租金水平訂為房
協乙類屋邨水平，每月3675元
起；有經濟困難住戶可申請 「特惠

租金」 ，交七五折租金。居民亦
可因應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安置
補償選項，例如通過經濟狀況審
查入住房委會公屋或申領現金特
惠補償。

地政總署審核安置補償資格
時，接受多種地址證明，例如選民
登記、入境事務處人事登記紀錄、
政府信件、電費單、水費單、報稅
單、銀行月結單、手提電話費單、
租約證明文件、工作證、勞資受僱
合約、僱主證明書等。署方會因應
每宗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彈性處
理及接受不同的證明文件。

專用安置屋邨租戶可申請飼養
導盲犬或伴侶犬，出售單位亦可飼
養寵物，惟租戶及業主必須遵守租
約或大廈公契內的相關規定，例如
不得對其他住戶造成滋擾。

洪水橋收地 居民關注遷出安排

▲現階段臨床醫療管理系統提供逾1000個功能模組，支
援逾70000名醫護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日常臨床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