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了「四點
希望」，其中一點就是「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謝
展寰昨日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這正是環境及生態局
的使命。他表示，未來在解決環境問題，包括改善
樓宇衞生、舊區清潔，以及生活上的滋擾等時會更
加關注基層人士，做到人性化，包括在處理露宿者
的問題上。
今屆特區政府特別重視市容及環境衞生問題，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成立了「地區事項統籌工作
組」，由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督導。在早前首次會
議上，工作組訂定了推行第一階段工作的具體行動
計劃，包括於1個月內開展「香港新市容」全港清潔
運動。
謝展寰在訪問中表示，環境及生態局未來開展工
作的三大方向之一，是解決環境衞生問題。稍後開
展的清潔運動，重點是清理衞生黑點，並以此作為
起點，改變市民的習慣，讓市民在看到整潔的街道
時有所節制，同時還會完善配套措施，包括設立更
多垃圾桶等。
但展開清潔城市工作不能一刀切。他指出，街道
清潔或需處理涉及露宿者的問題，情況會比較複
雜，並不單純是清潔問題，也不是恒常化就可以解
決問題。露宿者選擇露宿地點有各自的情況和原
因，處理他們不願離開或去而復返等問題需要較長

時間，「特區政府不會因為市容問題而趕走他們，
而是會以人性化的方式，逐步處理他們的情緒。」
謝展寰表示，雖然食環署在街道清潔的問題上承

擔了很重要的責任，但在落實時會遇到許多需要跨
部門處理的情況，因此需要有工作組進行統籌，從
而有效解決問題。環境及生態局在工作組中有主力
推動作用，自己未來會輔助政務司副司長，共同解
決環境衞生問題。
為整體環境問題制訂中長期計劃，是該局另一個

工作的大方向。謝展寰表示，環境及生態局會為整
體環境問題制訂藍圖，除了氣候變化、減廢、長遠
地淘汰塑料等之外，還有許多環境問題與地區息息
相關，如噪音、裝修、臭味問題等，影響着市民的
生活質量，局方會將關注點放在這些地區民生事務
上。

禁止大噪音裝修工具
噪音給不少香港市民帶來生活上的滋擾，謝展寰

表示，希望先處理街道噪音問題，未來會考慮修改
法例，並制訂統一標準，以增強執法效果。至於裝
修噪音方面，他坦言：「寧靜的裝修不會存在，但
並非完全無法解決。」謝展寰表示，可從技術入
手，禁止一些製造較大噪音的工具，或在進行會發
出較大噪音的工序時提前通知附近居民等。

不過，處理鄰里間的糾紛不能一味用硬手段，更
要巧用軟方法。謝展寰表示，一些街坊鄰里之間的
住宅噪音問題比較複雜，若透過執法方式處理，往
往容易適得其反，導致問題更加惡化，甚至激化矛
盾。他認為應以人性化的方式化解這些矛盾，包括
使用可減少噪音的地毯等，先讓物管介入調解，必
要時政府再執法解決。

檢視管理架構減鼠患
鼠患問題亦困擾香港多區，尤其是舊區的民生

「頑疾」。被問及是否會用關鍵績效指標（KPI）衡
量消滅鼠患的工作，謝展寰坦言，如果簡單地把放
了多少鼠餌、鼠籠、抓了多少老鼠當成KPI，是很難
衡量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未來，他會落區實地考
察並深入了解各區滅鼠的做法，以及監管方式，嘗
試從整個管理架構方面處理有關問題。
改組後的環境及生態局的職能，除了過往與環境

相關的問題外，還擴大至食物安全、漁農和禽畜公
共衞生等。謝展寰表示，香港絕大部分食物都是來
自外地供應，近年受到疫情的影響而出現一些問
題，未來須與時並進，有計劃地保障香港的食物供
應穩定。同時，香港需要有穩定及現代化的漁農
業，特區政府未來會促進可持續發展，幫助他們建
立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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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表示，少數人堅持餵飼野豬，因此特區
政府擬加強罰款。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野生動物保
護條例》。有市民擔心野生動物定
義模糊，容易誤入法網。謝展寰昨
日在訪問中解釋，條例修訂後不會
存在灰色地帶。野生動物是從物種
上進行定義，並非單獨指某一種動
物，如貓狗等本身已馴化的動物，
即使是流浪狗亦不會視為野生動
物，因此餵飼貓狗不會被視為違
法，市民無須擔心。
特區政府建議修例，將目前《野

生動物保護條例》中有關「禁止餵
飼任何野生動物的地方」擴展至覆
蓋全香港，以更有效管控野豬，同
時提高非法餵飼刑罰，以及引入在
禁餵區內違例餵飼野生動物的定額
罰款。
有人擔心如餵飼野狗以至白鴿等

會否導致犯法，認為存在「灰色地
帶」。「其實就沒有那麼多灰色地
帶。」謝展寰解釋，野生動物是物
種，而非單獨指某種動物，而貓狗
等屬於已馴化的動物，即使是流浪
狗等亦不屬於野生動物，因此餵飼
貓狗不會被視為違法。
他續說，鴿子亦屬於被馴化了的

物種，因此現時不能禁止餵飼鴿
子，但由於因餵飼鴿子而出現了滋
擾市民的情況，因此已和律政司商
量，包括透過修例等方式禁止餵飼
鴿子。
被問及若市民本意是餵飼流浪

狗，而野豬過來「搶食物」會否導
致該市民違法時，謝展寰笑說：「如果把食物隨
意丟到地下，無論用意是什麼都是亂拋垃圾。」

野豬餵慣了更具攻擊性
他強調，一般市民都不應該進行任何餵飼行

為，以野豬為例，數量其實並沒有大幅度增長，
但由於有人餵飼，改變了野豬的生活習性，令野
豬更喜歡進入社區，造成擾民現象。特區政府修
改法例，並不是為了滅絕野豬，而是希望野豬重
回野生，這才是對牠們最好的保護方法。
謝展寰表示，目前，野豬出沒的情況雖然少

了，但野豬傷人的數目卻沒有減少，他懷疑是因
為以前有人餵飼，現在牠們沒法找到食物，就會
開始搶奪，令牠們可能更具攻擊性。他提醒市民
一旦見到野豬，應該及時避開，以免發生危險。
他指出，目前仍有少數人堅持餵飼野豬，部分

甚至已經被罰多次，因此特區政府擬加強罰款，
以起警示作用。特區政府未來會雙管齊下，先移
除已改變習性的野豬，同時禁止市民進行餵飼的
行為，以防止有更多野豬因而改變習性。相信在
加強教育下，這問題可得到明顯改善，令市區恢
復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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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展還是要保育？

這在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眼中並非單選

題。謝展寰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保育的最終目的是

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特區政府希望根據這新概念，在「北

部都會區」這個擁有豐富多樣性的生態環境中打造一個分層

級的濕地保育區：中央地帶純自然保育，依次向外圍發展養

殖業、商業性魚塘、生態旅遊等，「可以想像將來那個地方

可以相當吸引，對面是現代化大都會深圳，這邊開始發展

『北部都會區』，中間有個約2,000公頃的大型濕地保護

區，世界上很少有一個這樣景色的地區。」他又表示，漁農

自然護理署正研究擬定濕地範圍，原本預計後年年初完成，

現計劃提速，爭取在明年年底完成，而整個計劃的實現料需

十餘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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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
北都區將採北都區將採新保育模式新保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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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接受訪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接受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謝展寰（右）參觀經翻新的修頓中心公廁，了解公廁翻新計劃、智慧公廁設
施的應用及市民的反應。 資料圖片

◆謝展寰（右）上任不久即視察食安中心轄下文錦渡食品管制
辦事處，了解內地輸港食物的監察及檢測情況。 資料圖片

今屆特區政府架構重組後，環境局擴大了職能，改名為環境及生
態局，負責包括推動生物多樣性等工作。「香港用禁止土地發

展的方式做保育工作，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保育方式。」謝展寰坦
言，如果保育和發展兩者取其一，就會造成「雙輸」，而選擇保育
而不發展，長遠土地會荒廢、魚塘變乾、生態會變差，「但如果只
是發展，保育亦會做不好。」

積極方式保育比荒廢分散佳
「成功的保育，重點在物種，而不是土地。」他指出，保育的最

終目的是達到保護生物多樣性，讓物種愈來愈多，且生得更茂盛、
健康、豐富，可透過積極保育的方式保育物種，「好的物種生存生
活狀態的特點是要集中、有適當的管理的。」
謝展寰說，特區政府有意將新的概念實踐在「北部都會區」：區
內很多地方荒廢了，土地爛了、乾了、有的地方擺貨櫃等，「如果
將這些地方集中，我們把荒廢的地方再做濕地，集中的連續的大濕
地，物種處理是完全好過散開在不同地方。」
為此，特區政府計劃在區內打造一個濕地保育區。保育區的保育
會分幾個層級，中央地帶為純自然保育，人群出入要一定程度受
限；連接中央地帶的濕地區域，計劃做魚塘發展養殖業；再向外可
發展商業性魚塘；最外圍可以做有觀賞價值的生態旅遊等。

「可以想像將來那個地方可以相當吸引，對面是現代化大都會深
圳，這邊開始發展『北部都會區』，中間有個約2,000公頃的大型濕
地保護區，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如此的地區有這樣的景色，如此大型
的積極保育濕地的計劃都少見，如果成功實行無論在保育、濕地漁
農及生態旅遊都可以一併發展。」謝展寰表示。

爭取明年底擬定濕地範圍
他相信這個新方向，在總體上會令濕地保育更加好，濕地保育量

比現在更大，同時減少土地使用在發展和保育方面的爭拗。今年，
漁護署已開展研究，擬訂濕地範圍，然後政府會按先後次序展開濕
地修復，最後根據濕地用途分別確立管理模式。他估計整個計劃完
成需要十餘年，而第一步研究工作原計劃後年年初完成，特區政府
希望加速，爭取在明年年底完成。
在環境生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需攜手共進。早前，粵港
攜手治理兩地空氣污染問題，取得明顯成效，謝展寰表示，未來將着
力解決臭氧問題，「臭氧看不到，但如果這類刺激性氣體濃度高，對
氣喘、敏感人士會造成很大影響。我們先做研究哪些化合物對臭氧影
響最大，來源在哪裏，然後重點處理，從而解決有關問題。」
與深圳共建新的「生態走廊」，謝展寰透露是未來的另一個粵港

澳大灣區內城市之間的重點合作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