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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嚴打黑點見效 逾90%衞生有改善
食環署署長楊碧筠：六成鼠患黑點消除 熱能探測加AI搜鼠更科學

環境衞生

與市民日常

生活息息相

關，其中鼠患叢生、店舖阻街及後巷垃圾堆

積等衞生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市民。香港特

區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楊碧筠近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回顧過去一年特區政府

打擊衞生黑點的工作，各項成效均達到預

期，在食環署主責的244個衞生黑點中，逾

90%已顯著改善，另有60%鼠患黑點已經

消除；店舖阻街情況亦大有改善，投訴數字

去年底較去年初大跌逾40%。她表示，為進

一步整治鼠患問題，食患署已在個別地區使

用熱能探測攝錄機配以人工智能（AI）技術

檢測鼠蹤的方法，用於評估各區的「無鼠百

分比」以減少人為和環境的干擾，結果更為

科學，有助監測鼠患情況並針對性地滅鼠，

預計今年年中可覆蓋全港各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為應付市民對處理骨灰設施和服務的長遠需
要，特區政府近年致力推廣綠色殯葬。食環署署
長楊碧筠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署
在推廣綠色殯葬上頗有成效，「採用綠色殯葬的
宗數由2013年約 3,400宗增至去年全年約9,400
宗；去年採用綠色殯葬的宗數佔同年死亡總人數
16.5%，亦是歷年最高的使用比率。」
她表示，今年會繼續以「綠色殯葬 愛在延續」
為題推出一連串推廣活動，推廣活動將以學生大
使、導賞團、推廣攤位以及博覽會等方式進行；
屯門曾咀紀念花園亦將增設「渡船」藝術品，供

家屬追思先人。
她說，為進一步提升殯葬服務，食環署今年

還會推出申請火化、綠色殯葬、龕位編排以及
繳費的一站式網上服務，「現時許多市民說雖
然網上服務有，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或者覺得
網站內容太繁複，不知如何搜尋合適的服
務。」
她指出，用到殯葬服務的家屬，一般都是沒

什麼經驗，加上心情已經很悲傷，「推出一站
式服務之後就會讓想使用服務的人更加便
利。」

特區政府自2022年8月啟動「打擊衞生黑點計
劃」，由警方、食環署等部門展開聯合行

動，致力解決困擾居民多年的環境衞生難題。食
環署署長楊碧筠回顧過去一年食環署的相關工作
時表示，各項工作均成效顯著，90%衞生黑點的
環境得到顯著改善。至於餘下逾20個難以整治的
衞生黑點，她指由於較為複雜，需要多個部門才
能處理，「例如有些黑點涉及露宿者，就需要想
多一些方法，給他們支援，才能更好的處理。」

去年捕63000活鼠 年增約40%
防治鼠患問題一直是食環署的重點工作，楊碧
筠表示，去年全年共捕獲63,000隻活鼠，較2022
年增加約 40%，70個鼠患黑點已消除，佔比約
60%，高於 2022 年施政報告的工作標準。「變
陣、變法和變習慣，是防治鼠患的三大要素。」
楊碧筠解釋，變陣是指在策略上作出改變，「滅
鼠工作在過去都是日間做得比較多，但夜間才是
老鼠最活躍的時間，因此現時滅鼠工作都在夜間
進行，在深夜放鼠餌，目前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已由19隊增至31隊。」
變法則指在防治鼠患的工具上進行轉變，「現
時使用的T型鼠餌盒和酒精捕鼠器均加強了捕鼠效
能。」楊碧筠續說，今年將會用熱能探測攝錄機
配以人工智能技術用於評估各區的「無鼠百分
比」，取代以往用番薯咬痕比率來制訂指數的工
具，「新方法的優點是減少人為和環境的干擾，
結果更為可觀和科學，有助監測鼠患情況。在得
到參考後，我們就可以更針對性地去滅鼠。」
她指出，目前已在港島中西區及灣仔東區使
用，預計今年年中可覆蓋全港各區。
楊碧筠強調，單靠政府部門的努力仍不足夠，
全港市民亦要為建造美好環境努力，「市民要有
公德心，需改變破壞環境的壞習慣，消除老鼠在
『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條件，才能
有效防治鼠患。」

滅鼠不能簡單衡量成效
對於有人質疑食環署消滅老鼠的成本太高，以致
成本效益低，楊碧筠對此進行澄清：「評價滅鼠的
成效，不能就這麼簡單地將人力資源和支出除開老
鼠的數量，這樣來衡量不恰當。」
她解釋，食環署的滅鼠隊工作內容覆蓋面甚廣，
「有關支出除了用於防治老鼠之外，還有蚊子及其
他害蟲，而滅鼠隊的同事所做的事也不單是放鼠
籠，他們還要補鼠洞、下鼠餌、監測鼠蹤等各式各
樣的工作，所以絕對不能就此簡單除開來衡量。」
她續說，現時加派人手滅鼠的目的是想讓老鼠數量
去到一個低點，屆時就未必需要那麼多人手。

店舖阻街問題過往一直禁之不絕，不少商戶為
了便利銷售，往往「罰款當交租」。不過，自從
店舖阻街的定額罰款金額於去年10月起由1,500元
大幅提高至6,000元後，情況大為改善。食環署署
長楊碧筠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過去
一年收到的相關投訴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數
字明顯下降，其中接獲的投訴由1月份的2,314宗
降至12月份的1,261宗，跌幅逾40%；同期發出的
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亦由1,711張降至僅得92張，
激減逾90%。
楊碧筠認為，政府部門積極執法提高罰則，是

店舖阻街情況得以改善的重要原因，「打擊店舖
阻街是一件很有難度的事，需要有很大力度的執
法及罰則才有足夠的阻嚇力以產生成果。」她解
釋，打擊店舖阻街不同於打擊個別人士亂丟垃
圾，「改變整個行業的習慣和生態與改變個別人
士的亂丟垃圾難度相距甚遠，多年來很多店舖將
貨物擺在街道的習慣已經習非成是，整個營業操

作都融入了這些習慣，例如為節省運輸費用，貨
品一日送一次，然後將貨品擺街；又例如商家在
計算是否值得租用這間舖時，亦將店舖前的位置
可以擺貨納入考慮。」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食環署與警方共進行了逾
1,600次聯合執法行動，檢取、充公或清除了逾20
公噸貨物，食環署共發出逾7,700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於去年8月起
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染水排入
海洋，令大眾極為關注日本食品安
全問題。食環署署長楊碧筠近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非常重
視事件，食環署亦於過去一年加強
保障日本進口食品安全，在進口層
面全面進行的輻射水平測試，確認
沒有輻射水平沒有超標才放行。
截至上月29日，共檢測了近27,600

個樣本，暫未發現超標。另外，有
23 個食品批次懷疑違反《食物安全
命令》，均已全部封存，並無流出
市面。
在便利內地鮮活食品供港方面，楊
碧筠指以往內地的鮮活食品和活生
食用動物均是靠文錦渡進口，進口
的既定時段為早上 7 時至晚上 10
時。從港珠澳大橋開通後，鮮活水
產則可經大橋運送；到 2022 年，冰
鮮家禽也可從該處進口，時段為晚
上9時至翌日早上5時，「這正好和
文錦渡那邊的進口時間互補不足、
相輔相成。」
她續說，自去年關口設施正式落成
後，經港珠澳大橋運送的鮮活食品
種類增加，與文錦渡看齊。楊碧筠
預計，今年第三季將延長港珠澳大
橋運送鮮活食品的運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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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食物業牌照制
度亦是食環署的一項
重要工作。食環署署
長楊碧筠近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優化食物業牌照
制度的原則是在無損
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
的同時，盡量便利食
肆的經營者和顧客。
她表示，去年3月推出
的「專業核證制度」
作為申請正式牌照的
額外選擇，以及大幅放寬對小食食肆售賣食物
種類的限制兩項措施，均受業界廣泛支持。她
指出，「專業核證制度」能夠幫助牌照申請人
士節省約14個工作天。

放寬食物種類 逾480店受惠
在大幅放寬對小食食肆售賣食物種類的限制

上，截至去年年底已有逾480間持牌及新申請牌
照的小食食肆受惠於放寬措施。楊碧筠說：「小
食食肆以前經營規矩是只能從6個特定食物類別
中選擇其中一類食物出售，但發展到今日，食肆
的創新愈來愈多，花樣亦隨之增多，以往的清單

已不適用，所以現時我
們只針對烹調方法去規
管。」
楊碧筠強調，規管
是為了保證環境衞生
與食物安全，「其實
只要達到這個目的，
就可以拆牆鬆綁。」
她表示，今年第一季
將會陸續推出一系列
措施，包括「專業核
證制度」適用範圍擴
大至包括普通食肆、

可用「綜合許可證」涵蓋多種限制出售食物、
普通/小食食肆烘焙麵包等無須再申請「烘製麵
包餅食店牌照」，以及訂定較寬鬆的牌照條
款，以便利商業農場兼售簡單烹調的自家農產
品等。
至於在工業大廈經營食肆方面，她指出於消

防、走火及建築物等考慮，較難拆牆鬆綁。在
衡量市民需要與法規管制上，她認為倘若法規
能夠保障市民的安全，則應該堅守，「給顧客
一個安全的環境非常重要，經營者必須思考在
這樣的處所是否能夠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給大
家用餐。」

去年綠色殯葬比率16.5%創新高

「專業核證制度」廣受飲食業支持

店舖阻街投訴跌逾40% 告票激減90%

◆經港珠澳大橋運送的鮮活食品種類增加，與
文錦渡看齊。圖為雞蛋經港珠澳大橋通關赴
港。 資料圖片

◆食環署在推廣綠色殯葬上頗有成效。圖為提供免費撒
灰服務的香港新葵涌紀念花園。 資料圖片

◀熱能探測攝錄
機。 食環署供圖

◆楊碧筠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過去一年特區政府打擊衞生黑點的成效達到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食環署加強巡查衞生黑點及店舖阻街。
資料圖片

▲楊碧筠指，有
60%鼠患黑點已
經消除。圖為夜
間治鼠隊工作人
員尋鼠蹤，老鼠
倉惶逃命。

資料圖片

◆食環署大幅放寬對小食食肆售賣食物種類的限
制。圖為小食食肆。 資料圖片

▶在嚴厲執法下，店舖阻街投訴跌逾40%。
圖為店舖將貨品整齊放於店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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