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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個都市農場明年試運
特區政府公布《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倡設漁業保護區發展農業園等

香港的漁農業歷史悠久，後來因本地產業轉型，漁

業及農業均出現不同程度萎縮，年輕人鮮少入行，面

臨「後繼無人」困境。由於漁農業不僅有經濟作用，

亦承載旅遊及教育功能，且在食物供應方面承擔一定

角色，特區政府於昨日公布最新《漁農業可持續發展

藍圖》，針對有關行業八大界別具體發展制定措施

（見表），特別是發展深海養殖，籌劃設立漁業保護

區、發展農業園、推動都市農場等，首個都市農場位

於馬鞍山西沙路花園，明年將試行營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八大界別具體發展措施
（一）捕撈漁業

◆投放人工漁礁及增殖放流
◆推動產業多元化，擴展產品加工的第二產業和服務型的第三產業
◆推動遠洋漁業發展
◆協助捕撈漁民轉型從事休閒漁業

（二）海魚養殖業

◆指定新魚類養殖區，發展現代化深海養殖
◆提升養殖設備及技術，擴展科技應用
◆強化漁業組織，增強其發展角色
◆加強管理蠔類養殖活動

（三）塘魚養殖業

◆提供合適的土地及配套設施
◆設立漁業研究中心，進行現代化養殖研究及試驗
◆推行高密度、高科技和高產量的養殖操作
◆推行生態友善塘魚養殖和建立本地優質生態養殖品牌
◆讓業界參與將來實地保育公園的運作和管理

（四）休閒漁業

◆籌劃設立漁業保護區、漁人碼頭及相關配套設施
◆探討一船兩用及放寬限制
◆優化魚排休閒垂釣活動措施
◆推廣宣傳本地休閒漁業

（五）種植業

◆劃定「農業優先區」
◆推展農業園第二期發展
◆簡化申請興建農用構築物的程序
◆推出培訓課程，為年輕人提供實習機會

（六）都市農業

◆在新發展區規劃階段引入都市農業元素
◆於馬鞍山西沙路花園設立首個現代化都市農業先導計劃
◆在天水圍公眾街市天台設立首個現代化水耕農場暨攤檔，引入「現耕現
賣」的概念

◆探討將都市農業設定為綠色建築的範圍，鼓勵商企於策劃物業發展項目
時加入都市農業元素

（七）禽畜業

◆推動業界興建及營運多層式現代化環保禽畜養殖場
◆協助業界建立和推廣品牌
◆加強粵港兩地交流合作

（八）休閒農業

◆訂定較寬鬆的牌照條款，便利農場兼售簡單烹調的自家農產品
◆檢討農業用途的釋義，促進更多元化的農業輔助活動
◆為農民提供培訓及財政支援，以改善其農場設施
◆加強宣傳推廣本地休閒農業

註：只列部分

資料來源：環境及生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特區政府昨日舉行《漁農業可持續發
展藍圖》發布會，多名漁農業界代

表出席。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於會上
表示，《藍圖》由政府和業界攜手共同完
成，既勾畫了業界對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
願景，也是政府對本地漁農業發展工作的
確切承諾。
在《藍圖》中，政府就漁農業的發展提

出八大發展範疇，涵蓋財政、基礎設施、
土地和技術支援、人力資源及培訓等，亦
充分考慮了漁農業不同界別的獨特情況、
優勢、挑戰等，全面支援業界未來發展。
《藍圖》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發展深海

養殖、推動現代化水產養殖、籌劃設立漁
業保護區、推動遠洋漁業發展、劃定農業
優先區、推進農業園計劃、引入都市農
業、發展多層密封式禽畜養殖樓房，以及
發展休閒漁農業，希望實現漁農業整體升
級，邁向現代化、集約化及可持續發展，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布局。

養殖海魚年產量 冀15年內增至6000公噸
在漁業方面，海魚養殖業計劃設立具規

模的魚類養殖區，目標面積達800公頃，
在區內養殖高價值的海魚品種。目前本地
養殖海魚年產量約為587公噸，目標5年
內倍增至1,200公噸，並在15年內再增至
約6,000公噸，總產值相應亦提升至現階
段水平的10倍。
塘魚養殖業則會結合自然保育概念，藉
發展實地保育公園系統，提升魚塘生態功
能，以及發展現代化、高技術和高密度的
塘魚養殖，全面發揮魚塘實地的雙重功
能。有關生態魚塘理念會率先於三寶樹濕
地保育公園展開，預計2028年至2032年
建立及推廣相關生態魚品牌，2033年後
在園內魚塘全面推行現代化或生態友善養
殖。
在種植業方面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引進都
市農業，包括於馬鞍山西沙路花園設立首
個都市農業先導計劃，在「北部都會區」
引入「都市農場」等。
漁護署署長梁肇輝解釋，都市農場是指
城市中央的一小塊農地或農墟，在未來新
發展市鎮的規劃階段會引入，目標於15
年內把都市農場融入新市鎮和社區，其蔬

菜產量佔本地生產不少於一成。
「在城市內的公園可以撥地，之前就用

作種草，現在可以用作種菜、其他農產
品，又或者在大廈天台，例如停車場天台
可以引入農場，不會佔用額外的土地，又
可以增加農業產量。」他說，在馬鞍山實
行的先導計劃的試驗項目面積約500平方
米，預期明年展開，為期5年。

劃定「農業優先區」增本地菜產量
特區政府又會劃定「農業優先區」，把

含農業園在內的優質農地規劃作耕種用
途，15 年內將本地蔬菜年產量增加四
倍，達至約6萬公噸。
靠近民居的禽畜業養殖場曾因排污、氣

味等問題，令部分市民反對。《藍圖》規
劃以集約化模式在多層密封式的禽畜飼養
樓房作為經營場所，並善用「北部都會
區」發展機遇，推動現有29個雞場及43
個豬場全面進行此類現代化模式運營，預
期15年內本地禽畜農場整體年產量由現
時約12,000公噸活豬和7,400公噸活雞，
增加至少一成，產值則增加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環境及生
態局展開《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制訂
工作以來，局方連同漁農自然護理署舉行
近20場諮詢活動，諮詢數百名業界持份
者，聽取意見。昨日多名業界代表對《藍
圖》表示滿意，有農業代表表示，傳統農
業耕作方式非常辛苦，需要承受日曬雨
淋，導致年輕人不願入行，如果整個行業
可向技術化、機械化邁進，相信可以吸引
新人。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
理事馮健忠昨日表示，目前香港農業多數
是小型個體經濟，沒有規模效應，遇到惡

劣天氣時對收成影響亦非常明顯，希望能
在特區政府主導下，將個體聯合起來，構
建大型溫室、農場，將整個產業向技術化
方向轉型。
他指出，傳統農業需要業者長時間在土

地上耕作，對體力要求高，難以吸引年輕
人入行，如升級為大型機械操作，或是密
閉空間作業，工作環境可大幅改善，年輕
人或願意入行。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表示，現
有本地捕魚和養殖經營者，大多是小本經
營，近海捕撈，沒有邁向企業化，「希望
政府幫忙，做大個餅，發展遠洋漁業、深

海養殖，利用新科技，有目標地養魚、捕
魚。」
另一農業代表梁健樂表示，支持政府提

出都市農場概念，以往也有從業者希望利
用屋苑天台等空間搭建溫室，種植農作
物，但有僭建憂慮，盼政府能夠放寬標
準，促進發展更多都市農場。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認為，剛完結

的區議會選舉對於漁農業發展亦有正面作
用。以往申請興建豬場、農場等可能引起
厭惡的設施，會在區議會內遇到反彈，令
項目遲遲無法推進，而《藍圖》中設計了
新型密閉式的禽畜養殖場，減少對居民影
響，相信新一屆區議會討論會更為理性，
特區政府可以更好地解說。

業界盼漁農業趨機械化 吸新人入行

◆特區政府昨日舉行發布會，公布《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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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宣布更新通緝名

單，除早前8人外，再通緝多5人，包括

鄭文傑、許穎婷、邵嵐、霍嘉誌、蔡明

達。警方依法追究外逃反中亂港分子的法

律責任，傳遞違法必究、雖遠必誅的強烈

信號，反中亂港分子不要妄想能逍遙法

外；有反中亂港分子訛稱可協助犯事青年

逃離香港騙財自肥，更讓港人看清他們自

私陰毒的醜陋面目。香港全社會堅決支持

警方將所有反中亂港分子繩之以法，維護

市民利益，保障香港由治及興。

此次通緝是繼今年7月香港警方依法通

緝任建峰等 8 名外逃反中亂港首惡分子

後，再度依法對涉嫌實施煽動分裂國家

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5人進行通

緝，展現了警方堅決捍衛香港國安法權

威、全力以赴打擊外逃反中亂港分子的決

心。

鄭文傑等人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

竄逃海外後仍不收手，反而挾洋自重，繼

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且肆無忌

憚、變本加厲。他們搭建亂港組織平台，

散布涉華涉港政治謠言和「港獨」謬論，

詆毀香港法治，乞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或

干預香港事務，甚至明目張膽煽動以武力

對抗香港特區、推翻特區政府，公然挑戰

香港國安法權威，破壞香港發展，更加證

明其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罪行鐵證如山、不

可推卸。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香港國安法第

三十七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定的犯

罪的，適用本法。」因此，對於反中亂

港分子在海外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特區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效

力，有充足法理基礎對其行使司法管轄

權。香港警方作為執法機構，經過嚴密

取證，依法通緝、追究竄逃海外的反中

亂港分子，有理有據，向反中亂港分子

發出強烈信號：不要妄想潛逃離港便可

逃避刑責，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必

將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駐港國家安全

公署聲明所指，香港警方通緝這些作惡

多端、不知悔改的反中亂港分子，顯示

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絕不姑息，決不

讓反中亂港分子逍遙法外。

竄逃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不僅出賣國

家和香港利益，更以卑劣手段欺騙「手

足」斂財。此次被通緝的反中亂港分子中

有兩名男子，訛稱可幫助犯事青年逃離香

港，從而騙取他們及其家人數十萬元，當

中包括 2019 年修例風波期間中槍的「健

仔」曾志健。最終曾志健逃離不成，卻要

拍片向兩名男子致謝。出賣了「手足」，

還要「手足」講多謝，充分暴露反中亂港

分子極度自私冷血，當「手足」是生財工

具。廣大市民義憤填膺，支持警方依法通

緝、打擊外逃反中亂港分子，持續深入落

實香港國安法，鞏固香港由治及興的良好

大勢，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

榮穩定。

違反香港國安法雖遠必究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

草案，日後的士司機如果觸犯濫收車費、兜路和

拒載等將被扣分，兩年內罰滿15分可被停牌3個

月，法例將於9個月後生效。本港的士服務質素

備受詬病，記分制可增強對司機違規行為的阻嚇

力，受到市民歡迎。警方需要加強執法力度，打

擊「黑的」欺客行為。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借鏡

周邊地區的成功經驗，應用衛星定位和錄影等技

術手段監察的士服務，便利取證，做到標本兼

治。

本港的士的欺客行為時有發生，運輸署去年收

到7,590宗有關的士服務的投訴，投訴比例是所

有公共交通服務中最高的。近年更不時傳出有遊

客被的士司機收取高額車費或兜路等事件，相關

個案在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影響本港形象。新的

記分制可以增加司機違例成本，讓的士業的害群

之馬有所顧忌。

記分制固然起到一定阻嚇作用，不過在執法搜

證上存在困難。例如兜路行為，由於本港的士內

沒有強制安裝行車記錄儀，執法部門難以搜集足

夠的證據證明的士司機行駛的路線有問題，往往

依賴乘客舉證。實際上現時警方一直有採取執法

行動打擊「黑的」，包括加強巡邏和根據情報放

蛇。但在去年全年的7,590宗的士投訴中，最終司

機被成功票控的個案只有105宗，只佔全部投訴

的1.4%。

參考周邊的澳門、深圳等地區改善的士服務的

經驗，善用科技記錄行車過程是其中一個有效辦

法。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專程去澳門實地了解，

發現澳門自從實施「新的士法」之後，的士整體

違例個案大幅減少85%。「新的士法」的關鍵是

規定的士必須安裝俗稱「車載機」的智能終端系

統，具備記錄路線和全程錄影的功能，一旦乘客

投訴司機，執法人員就可以調查取證，是否違例

無所遁形。「車載機」既能保障乘客的權益，又

能監察司機的駕駛態度，提升道路安全，同時車

內還有緊急按鈕，方便司機遇到緊急情況時向警

方求助，因此獲得各方好評。

要應用這種具備記錄功能的科技提升的士服務

質素，最大的阻力在於司機和乘客對私隱問題的

擔憂。從澳門的經驗來看，法例規定「車載機」

記錄的數據只能用作刑事調查用途，當司機或乘

客作出投訴時由執法人員取證，不容許其他政府

部門或機構查閱，切實保障各方私隱。澳門特區

政府做好充分解說釋疑之後，「新的士法」日益

被各方接納，對根治的士行業的劣行發揮了重要

作用。

澳門早年的的士劏客現象比香港更嚴重，因此

澳門特區政府向成功打擊「黑的」的深圳取經，

最終決定引進這套「車載機」系統。本港在打擊

「黑的」問題上亦應該多向其他地區學習，不應

故步自封。事實上的士業界亦大部分支持安裝這

類系統，認為由政府牽頭由上而下推行科技應

用，對乘客和司機雙方都是保障，更能減少的士

事故率，降低的士保費價格。事實上，大部分司

機都是守法經營，只要政府在私隱保障、政策解

說上做足功夫，不難獲得業界支持。

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部分議員亦要求政府

立法強制所有的士安裝此類智能終端系統，運輸

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回應指，會着手研究可行

性，並於明年諮詢的士業界。如何改善的士服務

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政府既要加重法例的阻嚇

力，亦要有效解決執法取證難的問題，才能切實

改善的士服務質素，重拾市民和旅客的信心。

落實的士違例記分制 善用科技治標又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