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碼頭附近有鶴佬漁民興建的鹽寮下村天后廟，經過該
天后廟後的海旁，有一個魚燈廣場，有康文署吉祥物
「活力仔」和「思文喵」公仔手持魚燈的塑像。當地魚
燈舞源自清初沙欄下村吳氏客家族，迄今有300多年歷
史， 2008年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現客家
人崇拜天后習俗。舞者手舉魚燈，模仿魚類舞姿及魚群
起舞。鄧炳強表示在廣場為魚燈塑像留影，可以看到背
景遠處色彩斑斕的公屋，十分美麗。

經過魚燈
廣場後，沿
海旁的順隆
街前行，便
到達海灣一
角的「日月
亭」，該處
是欣賞醉人
景致的最佳
位置，鄧炳
強表示，無
論是旭日初
升還是晚上
的 明 月 高
掛，皆可在此觀賞。除欣賞晨曦第一道光
線外，至黃昏時分，日月亭更是休憩熱
點，可坐在亭中欣賞月色，港灣的水光山
色收進眼底。

日月亭對出的海旁則是被稱
為「鏡中鏡」的景點，該處乃
是避風塘，上世紀60年代為鶴
佬與水上人漁船聚集地，1962
年颱風「溫黛」襲港令大部分
漁船被毀，漁民因而遷居岸上
搭建棚屋，漸變成一大片寮屋
區，政府於1985年興建郊區公
共房屋，寮屋居民在1988年獲
安置到屋邨居住，棚屋已成絕
響，現時上址則泊滿大量小漁
船，而眺望沙頭角海，儼如一
塊天然大鏡，在該處拍照，可
拍到水天一色的景象。

鏡 中 鏡

沿着新樓街前往沙頭角公眾碼頭
途中會先到達沙頭角之角，該處豎
立一塊刻上「日出沙頭，月懸海
角」的石碑。鄧炳強表示，相傳石
碑源自一位清朝大臣到廣東沿岸視
察，看見該處風光如畫，題下上述
詩句，「沙頭角」因而得名。遊人
在該處能盡覽沙頭角海灣的海岸
線，向左眺望的群樓則為鹽田區。

這個公眾碼頭是首階段已開放的景點，上世紀60年代興
建，2004年重建。由於海旁水淺，船隻難以停泊，碼頭要延
伸至海中心位置才夠水深，故全長280米，成為全港最長碼
頭。
鄧炳強介紹，碼頭盡處的燈塔旁，設計團隊新增一個掛有
「天涯海角」字眼的景點，充滿文青氣息，將是遊人的「打
卡」熱點；延伸至海中央的碼頭長廊有當地小學生繪畫的壁
畫，遊人可以藉此認識沙頭角的人文歷史，現場更設有自動販
賣機，可購買「幸福小魚」寫上祝福字句掛在碼頭欄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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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角之角 打卡鏡中鏡
跟着鄧炳強局長遊沙頭角 走遍「十大景點」每一角

繼去年6月首階段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的公眾碼頭後，香港特區政府將於下月1日進一步

開放禁區內除中英街以外的其他地點，讓巿民以旅行團及個人遊形式到區內旅遊。特區政府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化身「星級導遊」，帶領傳媒代表到沙角頭參觀開放後的十大景點。

他表示，為進一步開放，差不多每個月都到訪當區，而增設的景點均將是遊人「打卡」熱

點，其中的中英街花園除可作表演場地外，其平台可讓遊人眺望中英街，而最美的「打卡」

點則為日月亭對出海旁的「沙頭角鏡中鏡」，該處泊滿小船，水天一色景象盡收眼底，其他

景點亦充滿特色，定將成為遊人必到的勝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圖：旅遊發展局、鄧炳強Fb、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沙頭角禁區去年中開放，僅於周六、日及公眾
假期接待旅行團旅客到訪公眾碼頭，至今18

個月已有3萬多人到訪。鄧炳強表示為準備下月1

日進一步開放其他區域，因此增設不少設施和景
點，如將以往的爛地變身成公園等休憩地點，其中
有以下旅客必到十大景點：

沙頭角街市及熟食市場雖非「打卡」點，
但定必成為遊人購買海味作手信必到之處。
街巿服務區內居民，人情味濃厚，市場內提
供正宗的客家菜，內裏有一條主打售賣海味
乾貨的「海味街」，不少花膠、魚鰾和鹹魚
等均是自家製作，有店舖更提供不同魚類乾
貨預訂，極具漁村風味，相信不少遊人日後
都會到該處選購海味。

沙頭角邨色彩繽
紛的樓宇亦是當地
吸睛的地方，該屋
邨於1988年落成，
以安置受清拆鹽寮
下及菜園角寮屋影
響的原居民，現時
屋邨有52座，佔地
3.5萬平方米，提供
802個單位供本地居
民入住，樓宇外牆
本只以素色修飾，
後期的迎海樓則採
用有別以往的設計，七彩外形為當地添上活力和休閒
風。2020年起，沙頭角邨較舊期公屋開始翻新，外牆陸
續被重新粉飾成紫、橙、粉紅和蘋果綠，部分座數被粉
嫩橙色包裹，配上白色橫紋點綴，驟眼看有點像三文
魚，為其中一個最佳「打卡」地點。

位處中英街與順興街交界，坐落中英街
檢查站前，與其他景點一樣均放有康文署
的吉祥物「活力仔」和「思文喵」公仔。
鄧炳強表示，花園設有石級，可讓遊人欣
賞街頭表演外，由於中英街暫未開放，故
花園設有新的許願瞭望台，讓遊人可眺望
中英街，並可在瞭望台欄杆掛上許願牌。
花園並設有模仿舊日的沙頭角火車站，站
前設置一台1:1火車頭模型，配合復古車
站牆身，適合拍照「打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沙頭角禁區於下月
1日第二階段開放後，每日可到訪的人數上限增至
1,000人，但區內最具特色的中英街暫仍未開放。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帶同傳媒代表走
進中英街時被問及何時才開放沙頭角這個「最後的
禁區」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仍在商討
沙頭角的整體發展規劃，仍未有最終定案。
在地理位置和歷史上別具意義的中英街雖仍未開

放，鄧炳強昨日特地帶傳媒代表走入這個「禁區中
的禁區」，介紹中英街的特色。經過警崗入內，就
看到豎立在街上分隔香港與內地的界碑。整條中英
街由頭至尾現有7塊界碑，由香港一方進入，街上
左邊為香港一方的商店，右邊為內地店舖，不少是

藥品店舖。昨日上午所見，不少內地遊人到中英街
閒逛和購物。
鄧炳強表示，中英街為內地遊人的景點，有不少內

地遊客到訪，惟仍屬香港居民的禁區。香港居民到沙
頭角取得禁區證後，須另持中英街的禁區證才能入
內，就算是沙頭角本地居民，若非在中英街的港方店
舖經營及工作，也不會取得中英街的禁區證。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會
建設沙頭角文化旅遊區，鄧炳強昨日表示，沙頭角
在「北部都會區」中的發展仍未定案，港深兩地仍
商討沙頭角的整體發展規劃，包括是否將之發展為
綠色旅遊區域，還是可以有其他發展，有關中英街
開放問題有待下一步研究。

「最後的禁區」─中英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明
年元旦日起進一步開放沙頭角禁
區後，每日訪客人數的配額達
1,000人，其中700人為參加本地
旅遊團的旅客，餘下300人可以個
人遊形式到當地。
香港警務處於本月1日已推出網

上申請平台，讓公眾及旅遊業界網
上提交旅遊禁區許可證申請，禁區
證以先到先得形式申領。旅客進入
沙頭角禁區時出示電子禁區證檔案
或列印電子禁區證供人員核查，即
可進入沙頭角禁區範圍。

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
日表示，進一步開放沙頭角禁區
後到訪人數增加，但仍須控制人
數上限。除旅遊巴外，以個人遊
形式到訪的巿民只能搭乘巴士和
小巴到沙頭角，不能夠駕駛私家
車入內。
鄧炳強表示，進一步開放沙頭
角禁區具吸引力，如經沙頭角碼
頭坐船到茘枝窩及吉澳等地，以
往要由馬料水前往，現在由沙頭
角到吉澳及鴨洲，船程只需20分
鐘至30分鐘。

下月起進一步開放 訪客配額每日千人

舊沙頭角消防局位於沙頭角順隆街與順平街交界，
1962年投入服務，2004年2月18日順興街新消防局投
入服務，舊消防局正式退役。鄧炳強指舊消防局仍保
留着舊有外觀，其標誌性的紅閘較正規消防局矮上一
截，為全港最細的消防局紅閘，而門前不定期展示一
輛復刻百年前的1:1手推消防車，是全港唯一存放在露
天的舊式消防車展品。
舊消防局部分區域現已改為郵政局，內有限定版的
沙頭角特色明信片出售，6款明信片為攝影比賽的得
獎作品，巿民購買後可蓋上沙頭角郵局獨家限定的郵
章，作為到訪沙頭角的紀念。

順平街位於舊消防局附近，除街道名稱
寓意順利平安外，還有兩幅繪有精緻壁畫
的牆身，牆上描繪沙頭角標誌性的傳統酬
神慶典文化活動，而當地居民至今仍按傳
統每年舉行天后誕，每十年更舉辦一次大
型慶典，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鶴佬婦女的
「陸上龍舟」舞，有關慶典的畫面活靈活
現地呈現牆上，遊人可透過壁畫感受到慶
典的熱鬧氣氛。

◆鄧炳強介紹中英街上分隔港
深兩地的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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