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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患指數 食環署接獲
鼠患投訴

近年鼠患指數
及相關投訴

資料來源：食環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1,0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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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警告零處罰 街市成「老鼠樂園」

2016

9,038宗

2017

10,250宗

2018

11,663宗

2019

11,329宗

2020

10,331宗

滅鼠不力
癥結及建議

癥結1：鼠患指數調查方法令所得結果未必可反
映鼠患實況

建議：1. 檢視現行調查方法，與本地大學及相關學
術機構合作研究制訂「綜合鼠患指數」

2. 考慮增加每年進行鼠患指數調查的次
數，以提升調查結果的時效性

癥結2：同時進行鼠患指數調查及滅鼠
建議：透過不同行政措施，確保調

查人員採取的步驟恰
當穩妥

癥結3：食環署部分前線人員對正確使用有毒鼠餌的理解嚴重不足
建議：加強前線及督導人員對正確使用滅鼠工具和裝備的培訓工作

癥結4：後巷及公眾街市衞生環境欠佳容易滋生鼠患
建議：1. 針對公眾街市商販透過密集式的突擊巡查及嚴格執行租約條款，並

積極研究引用合適法例加強執法

2. 以「風險為本」的原則，對衞生程度較遜色的街市進行針對性的執
管工作

3. 將針對後巷鼠患問題的特別行動常規化、提升巡查頻次及執管行動
力度等

申訴署揭食環治鼠「有假象」前線須循四點改善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申訴署報告圖片

◆申訴署報告圖片

◆申訴署報告圖片

◆鼠餌被隨意吊在渠
邊，老鼠根本難以觸
及。 梁廣源提供圖片

◆鼠餌盒隨意放在馬路邊而
不是後巷，不符合老鼠的出
沒習慣。 梁廣源提供圖片

毒餌無開孔毒餌無開孔

毒餌位置不到位毒餌位置不到位

街道衞生欠佳街道衞生欠佳

用餌無通告用餌無通告

盒餌盒餌
隨便擺街隨便擺街

◆◆堆積如山的發泡膠箱堆積如山的發泡膠箱，，
使老鼠可以到處匿藏使老鼠可以到處匿藏。。

黃舒明提供圖片黃舒明提供圖片

◆◆保安道街市一地垃圾保安道街市一地垃圾。。
申訴署報告圖片申訴署報告圖片

◆◆申訴署報申訴署報
告指出告指出，，食食
環署鼠患指數環署鼠患指數
的調查方法未能的調查方法未能
反映鼠患實況反映鼠患實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於香港文匯報於55月曾直擊報月曾直擊報
道街市鼠患嚴重道街市鼠患嚴重。。

��
�

食環署去年1月起加強對
街市的巡查及執管行動，但

申訴專員公署人員同年視察個別街市時仍發
現了不少衞生問題，包括收市後攤檔外堆積
垃圾，有海鮮攤檔外的溝渠旁布滿垃圾、雜
物及海鮮殘渣，懷疑是附近商販遺留及棄
置，但食環署只向違規租戶發出口頭警告，
去年首11個月對違規租戶發出51宗口頭警
告。申訴專員趙慧賢說：「按規定如收到3
次口頭警告，可被終止經營合約，但從無執
行過。」香港文匯報昨日巡察發現，多區的
路邊菜檔和肉檔的門口及後巷滿布發泡膠
箱、膠籃及紙箱等，成為「老鼠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察黃大仙一帶的路

邊菜檔、鮮肉檔、凍肉舖等食品檔口，幾乎
所有店舖門口都堆放大量發泡膠箱、膠籃或
紙箱等雜物或垃圾，部分雜物更堆滿門口導
致阻街，更有商戶在附近地下隧道堆放用過
的發泡膠箱。政府所設的路邊橙色垃圾桶，
超過九成垃圾滿瀉，部分外賣飯盒被棄在垃
圾桶邊。服務該區的鳳凰薈地區事務關注組
召集人楊諾軒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我每個

月都接獲居民投訴鼠患，最誇張的一次是一
位街坊在住所天台捉到5隻老鼠。」
他指出，店舖或居民衞生意識固然存在不

足，但食環署亦責無旁貸，執法力度及區內
環保硬件配套都存在欠缺，「區內懸掛不少
罰款警告橫幅，但大家幾乎未曾見過執法，
垃圾桶的數量也不足。」

發泡膠圍牆變老鼠竇
區內的食環署大成街街市也存在嚴重的鼠

患，香港文匯報昨日向檔戶了解，不少檔主
對鼠患叫苦連天。魚檔薛女士握起兩個拳
頭指，「捉到的老鼠這麼大隻，在罅隙看到
老鼠，下班時候有，我們擺放老鼠藥在旁
邊，我們也害怕。」
另一名檔主顏先生講述老鼠橫行情況，

「（老鼠）飆出來，見到（老鼠）便走，嚇
一跳、在路中心跑走。（會否有客人被老鼠
嚇到？）也有試過的。這麼多年食環署怎樣
滅鼠都無大改善。」
無論是港九還是新界，有人的地方便有鼠

患，其中大圍新田圍街市自從2017年被領展

賣予其他財團後，衞生問題急轉直下，鼠患
問題嚴重。
油尖旺是鼠患重災區，經民聯油尖旺區支

部主席黃舒明表示，「整個特區政府都要正
視鼠患問題，不能單靠食環署一個部門，應
從跨部門合作。」
他在疫情期間接獲不少街坊投訴，指旺角
長旺道一帶街市附近棄置的發泡膠箱已堆積
成「圍牆」，長期無人回收下，成為「老鼠
竇」，「棄置發泡膠箱的問題不單只在長旺
道出現，是全港街市，尤其是街檔所共同面
對的難題，據我所見，多數街檔已比較收
斂，盡量將發泡膠箱擺在室內，惟發泡膠箱
體積過大實在沒有辦法才堆積在戶外。」
黃舒明表示，體諒食環署工作，但希望接

下來政府能夠積極進行跨部門合作以改善鼠
患：「明白疫情期間食環人手也要兼顧其他
方面，但目前趁疫情緩和，政府應積極考慮
發泡膠箱長期回收難的問題，不單是食環
署，環保署等部門亦應參與，各部門間良好
溝通及配合才有望改善鼠患。」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聶曉輝

食環署的承辦
商被指滅鼠成效
不彰，部分前線
人員更連放鼠餌
方法都一知半
解。香港蟲害控

制從業員協會會長梁廣
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歸根究底是投標制度惹
的禍，「現時的投標多
數採用『全包宴』，即
係 保 安 、 滅 蟲 、 清
潔……一份標書做晒，
不是針對性招標。」在
這種投標制度下，大公
司的中標機會大，但中
標後往往以「判上判」
方式把工作外判，令最
終落手落腳滅鼠的外判
商只分到極微薄利潤，
不捨得用貴價老鼠藥，
又以低薪聘請前線員
工，也不太考究員工經
驗。他認為食環署的投
標制度必須引入中小
企，加強競爭，又應設
立成效表現指標制度，
對滅鼠不濟的公司予以
扣分，甚至禁止再投
標。

二三判「慳住做」
人員欠專業

食環署承辦商被揭滅
鼠工作馬虎，熟悉食環
署滅鼠投標制度的梁廣
源批評，目前的投標方
式 大 多 採 取 「 全 包
宴」，容易被大公司壟
斷，中小企想加入競爭
也非常困難，「大公司
往往一次過競投保安、
清潔、維修、滅蟲及滅
鼠合約，由於署方要求
中標公司需繳交幾百萬
元保證金，財力豐厚的
大公司自然中標機會

高，但他們成功中標後根本做唔
晒，惟有將項目判上判，判到去
底層時，利潤已是所剩無幾。試
問你（二判商）分得咁少錢，又邊
會捨得用貴價鼠餌呢？」
慳住施放老鼠餌都是其次，為慳

人工，部分二三判商對負責放餌的
前線員工根本沒提供太多培訓，導
致各區的放餌手法錯漏百出。申訴
專員公署今次揭發有前線人員在放
置有毒鼠餌時，根本沒有在包裝袋
打上用作散發香味的小孔。梁廣源
強調滅鼠講求到位率、覆蓋率及飽
和率，惜部分前線人員馬虎，滅鼠
成效大打折扣。
「試過有人將包餌勾在渠邊，

吊高到老鼠難以接觸的位置；也
有人雖然將鼠餌的膠袋弄穿，卻
沒有以器皿盛載，隨便散落地
上，根本不符合老鼠的覓食習
慣；有人雖然將餌放在鼠餌盒
內，卻沒有拆除膠袋。鼠餌有大
陣蠟味，本身已經唔吸引，如果
唔將膠袋打孔，試問你係老鼠，
都寧願食酒樓後巷丟出來的蝦
餃、燒賣，又點會食餌？」
梁廣源要求特區政府從行政及

技術監督方面，全盤檢視香港的
滅鼠政策，才能根治滅鼠不力的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鼠患問題困擾不少港人，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公布對食環署防治鼠患工作成效的主動調查

結果，發現多個地方存在問題。報告指出，食環署現時進行的鼠患參考指數（鼠患指數）的調查

方法未能反映鼠患實況，每半年才調查一次亦容易出現數據滯後。此外，部分食環署人員進行

鼠患指數調查，卻同時進行滅鼠工作，會干擾調查結果，造成鼠患好轉的「假象」。最令

人咋舌的是，部分滅鼠承辦商的前線人員錯誤使用有毒鼠餌，例如未有為鼠餌的包裝

打孔，承辦商竟辯稱老鼠會自行扯開包裝膠袋，趙慧賢說：「打孔才能散發鼠餌

氣味吸引老鼠進食，沒有咁做，可能會減低（滅鼠）效能。」她建議，

食環署加強員工培訓、增加鼠患指數調查的頻次、研究制訂

「綜合鼠患指數」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食環署目前主要透過每半年一個周期，在
全港19個行政區所選定的50個監察地

點擺放監測鼠餌，進行鼠患指數調查，並按
鼠餌被老鼠咬囓的比率將鼠患普遍情況分為
三級。公署指出，2016年至2020年的鼠患投
訴及滅鼠數字均有上升趨勢，但同期錄得的
整體鼠患指數卻只徘徊於5%以下的較低水
平。調查後發現，現時的調查方法僅可顯示
老鼠活動範圍所佔的百分比，不能反映老鼠
的實際數目或出現次數，認受性不足。

滅鼠同時做調查結果欠準確
公署表示，老鼠繁殖力強，每半年才調查

一次時效性亦不足，且應檢視有否需要調整
現行三級制的鼠患指數（尤其第一級以低於
10%界定是否仍然合適），以及各級相應的
防治措施，以確保能有效處理不同程度的鼠
患情況。
在進行鼠患指數調查時，食環署會將繫上
警告字句的監測鼠餌懸掛於喉管或支柱等支
撐物上，並會在調查期間暫停滅鼠，以免干
擾調查。然而，公署人員曾於實地視察時發
現食環署未有在監測的鼠餌掛上警告字句，
而在鼠患調查期間竟同時進行滅鼠工作，會
干擾調查結果。
在防滅老鼠工作方面，食環署主要利用捕

鼠器及有毒鼠餌進行滅鼠工作，包括會以透
明膠袋包裝有毒鼠餌，並同時在膠袋上打上
用作散發香味的小孔，讓老鼠容易察覺，惟
公署人員曾於實地視察發現鼠餌包裝並無打
上小孔。

強辯老鼠會「自行拆食鼠餌」
公署引述有承辦商人員稱「老鼠會自行扯

開包裝袋進食鼠餌」，顯示承辦商對正確使
用有毒鼠餌的理解嚴重不足，直接影響施放
鼠餌的成效。事實上，食環署自2020年4月
起已陸續在新續簽的合約中，規定防治蟲鼠
服務承辦商必須嚴格執行打孔步驟，違反有
關合約條款會被視作嚴重失責。
食環署近年每年平均收到逾1萬宗鼠患投

訴，公署在調查期間曾要求食環署就深水埗
區、中西區及九龍城區3個鼠患投訴數字較
高的行政區，說明該署對投訴內容及所涉位
置等資料的分析，但食環署只能作出相對籠
統的解說。趙慧賢批評，該署似乎未能充分
掌握投訴趨勢及市民所關注的事項。
她強調，投訴數字是顯示市民在日常生活受

鼠患滋擾，投訴內容則直接反映哪些地點及位
置屬於受市民關注且風險較高的鼠患熱點。
食環署應投放更多資源整理及分析鼠患投訴
的詳情，從而更有效調配人手及資源為有需
要的地點加強清潔及部署防鼠滅鼠工作。
食環署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歡迎申訴專員就防治鼠患工作提出建
議，食環署和相關部門已落實其中的大部分
建議，並正積極跟進其餘的建議。食環署亦
認同申訴專員在報告中所講述，要有效處理
鼠患問題，市民及商戶都必須各盡其責、通
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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