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員孫小姐

蘇先生：支持垃圾徵費，好多發達國家

和地區很早已經這麼做。但我覺得規定用

來裝垃圾的指定膠袋還是不太環保，我建

議以蔗渣為原材料製造指定垃圾袋。雖然

實行垃圾徵費之後，扔垃圾的步驟變得複雜，但環保

的目的不是為了方便，而是讓市民一齊努力讓城市變

得更可持續發展。

萬先生：如果說為了通過徵費令市民減少製造垃圾，

我覺得沒什麼作用，因為無論是否徵費，每日垃圾一樣

那麼多。對於我來說，垃圾徵費只是增加購買垃圾袋的

支出，作為基層市民，我覺得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而

且我去商場看過那些指定膠袋，感覺挺薄。

店舖職員孫小姐：商場的工作人員大概一周前派發膠

袋，但我對怎麼扔垃圾是一頭霧水，所以現在也照原來

的方法扔垃圾。商場的人可能只跟店舖負責人解釋，因

時間倉促，負責人來不及向店員講解。

餐廳廚師阿新：試行首日覺得比較亂，商場有提前派

發指定膠袋，但沒和我們（員工）說。雖然這些指定膠

袋材質已經比普通垃圾袋厚，但是餐廳有些海鮮的殼、

骨都比較堅硬，我們也擔心會刺穿膠袋，為保險起見，

我們多套一層普通垃圾袋，似乎更不環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有意義‧無效果‧不知情‧反作用

◆廚師阿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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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應做未做

指定膠袋裝垃圾 首天試行需磨合

子孫怎向先人交代
詳刊A5

萬盅骨灰面臨移除

香港文匯報今起一連四輯透視
殯儀業的亂象，探討破解之法。香
港私營骨灰龕場已實施發牌制
度 7 年，但 147 份牌照申請中僅
17份獲發牌照或豁免書，未能領
取牌照的龕場瀕臨取締厄運，成
千上萬骨灰隨時被「清灰」（移除
骨灰）。有家屬惶恐：「叫我們怎樣
向先人交代？」

探索文化復興機遇
詳刊A7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庫日
前舉辦「文化復興中的香港機遇」
研討會，發掘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
擔當文化復興排頭兵使命中的機
遇、角色和功用，研討會邀請了多
位多年來深耕中國文化、藝術和發
展研究，或長期致力推動文藝和傳
媒工作的嘉賓，為推動香港這個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作出
建議。

大文智庫辦研討會

微信可綁定國際卡
詳刊A4

深圳市在昨日舉行的「國際支付
季」發布會上，發布了現金零錢包
標準化、數字人民幣硬錢包等四大
創新成果，包括境外遊客的國際卡
可以通過綁定微信實現跨境支付，
大大方便了他們在內地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

境外客增支付路徑

香港特區政府醞釀多

年的垃圾徵費，昨日在

全港14個試點開展「先

行先試」計劃，包括商

場、住宅、政府大樓、食肆、院舍等，大致運作暢

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大埔新達廣場及多間食

肆實地觀察，發現垃圾量多、人流廣，執行上較其

他處所多問題，主要是：宣傳不足導致工作人員不

明白流程；廚餘（魚骨、雞骨等）容易刺破指定垃

圾膠袋，職員遂額外套上一個普通膠袋，更不環

保；全港回收點不多，市民未養成分類回收習

慣，未能達至減少廢物的政策原意，環保成效存

疑。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環保署

署長徐浩光昨日到多個試點巡察，指試行期間會

有專隊收集各試點的數據，包括垃圾量及垃圾開

支等，並記錄參與市民、商戶等意見，以便探討實

施會遇到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大埔新達廣場一個垃圾桶繼續沿
用傳統黑膠袋，再放入指定膠袋
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大埔新達廣場有酒樓服務員、廚房雜工拿着剩菜、紙盒等
垃圾問酒樓經理該扔去哪裏。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大埔新達廣場有店舖外堆放垃
圾。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到試點之一的新達廣場觀
察，發現大部分商戶都已經使用指定垃圾袋裝

置垃圾，但亦見有小量舖面較細的商戶仍使用原來
的普通膠袋，還有個別店舖門外堆放用指定膠袋包
好的垃圾。

副經理：需要時間適應
廣場內的海港薈酒樓副經理李小姐說，自開市之
後，餐廳內便開始使用指定垃圾袋裝置垃圾，「開
市4個小時，已經差不多裝滿兩個尺寸最大的指定
垃圾袋。」她表示，試行首日餐廳內多名職員，有
不少不適應的地方，「很多職員還不知道垃圾該扔
去哪裏、怎麼扔。雖然商場工作人員一周前來派發
膠袋的時候，有對我講過怎麼處理垃圾，但酒樓這
麼大、職員這麼多，我去教他們也需要一些時間，
他們也需要時間去適應。」
記者也見到，不時有酒樓服務員、廚房雜工拿着
剩菜、紙盒等不同類型的垃圾，向酒樓經理詢問該
扔去哪裏。李小姐指，在酒樓生意繁忙時段也是最
多垃圾產生的時段，「在我工作很繁忙的時候，還
需要去教他們怎麼扔垃圾，也確實有點費時。」

她表示，指定垃圾袋的價格比較高，相信正式推
行垃圾徵費時，酒樓經營成本會增加，「我們酒樓
一天至少要用4個最大號的指定膠袋，這個尺寸的
膠袋78元一個，太貴了。不反對實施垃圾徵費，但
希望政府提供津貼。」

廚師：多用一袋不環保
該酒樓的廚師阿新說，酒樓每天製造的垃圾包括

大量海鮮殼以及魚骨，「指定膠袋的厚度不夠，這
些垃圾很容易刺破膠袋，個袋爛咗垃圾商有權拒
收，為保險起見，要套上一層普通膠袋，本來想減

少垃圾，但結果用多一個膠袋，更不環保。」
記者在酒樓發現堆放了不少垃圾，由於天氣較
熱，垃圾異味也較明顯。阿新說：「沒試行前，商
場清潔人員來收集垃圾的頻次挺高，所以基本不會
有異味。但今天沒見有人來收集垃圾，可能商場的
人也沒適應。」他希望，政府在推行垃圾徵費的同
時，相關配套也要跟上。

職員：膠袋垃圾桶不匹配
另一售賣乾果類零食的店舖昨日並未使用指定膠
袋，職員孫小姐表示，由於所派發的膠袋與店內的
垃圾桶尺寸不匹配，無法使用指定膠袋，「商場工
作人員並沒有根據店舖的實際需要來派發，我們需
要尺寸更大的膠袋。」她說，不太清楚現行計劃實
行後扔垃圾的流程，「商場工作人員也許跟負責人
講過，但我們是不知道的。」
垃圾徵費政策原意是透過徵費鼓勵市民分類回收可
重用的垃圾，達至減廢目的。但記者在多間食肆及商
店的垃圾桶發現，職員棄置垃圾的習慣沒有改變，依
舊將可回收再用，以及未能回收的垃圾棄於指定膠袋
內，膠袋耗用量沒有減少，減廢成效存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唐文）垃圾徵費
「先行先試」計劃實
施首日，全港14個試
點之中包括深水埗兩
幢「三無大廈」。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
午訪查深水埗這兩幢
「三無大廈」，見到
部分樓層的公共垃圾
桶都套上指定垃圾膠
袋，為違規使用普通垃圾袋的居民「包底」，做
法有違特區政府的建議；亦有個別樓層繼續使用
普通膠袋，有居民反映遲遲未收到政府派發的指
定膠袋。有區議員建議政府在正式實施前增加地
區回收點，以協助居民更好執行法例。
「三無大廈」試點之一的長沙灣道58號共有5
層樓，無電梯，每層樓僅有一個單位，部分單位
明顯已被改建為劏房。每層樓梯轉角處擺放一個
公共垃圾桶，個別垃圾桶已套上指定膠袋，做法
與政府早前表示不鼓勵「包底」相悖。
至於另一處試點的「三無大廈」，即為北河街15號
及17號，由於該大廈設有門禁，採訪期間亦無市民出
入，故記者未能進入大廈內探知詳情。該大廈地舖商
戶表示，僅從新聞報道上得知所在樓宇屬「先行先
試」計劃範圍，但未有政府人員向他們講解流程，更
無人上門派送指定膠袋，他指「三無大廈」沒有法
團，居民組織鬆散，更需要政府人員協助執行。

商戶：無人派指定膠袋
在上址經營理髮店多年的周女士表示，無政府
人員向他們派發指定膠袋。她表示，日常垃圾一
般會送到附近的垃圾收集站，若遇上非開放時
間，或是僅有小量垃圾，則會丟棄在街邊的橙色
垃圾桶。她理解政府政策初衷，但希望有人上門

解說細節，試行期間
若無罰則，相信居民
主動轉用指定膠袋的
動力不大。
旁邊的跌打舖店主

江先生亦表示，政府
對垃圾收費的宣傳有
待加強，他僅知道法
案實施日期，但具體
細節一概不清楚，
「我們都是希望守

法，做良民，但是不知道怎樣執行。」
住戶譚女士曾致電索取指定膠袋，職員卻着她

到石硤尾領取。她認為，「你（政府）做試點的
話，必須要有專人派垃圾袋。要確保這幢大廈的
人都有垃圾袋。」

區議員籲增設回收點
油尖旺區區議員黃舒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該區同樣存在較多「三無大廈」，改建劏
房亦非常普遍，不少劏房居民反映住所環境狹
窄，無法存放太多回收物，又不希望將可回收物
品直接棄置，建議政府設立更多回收點。「旺角
的『綠在區區』要走到大角咀，油麻地的『綠
在』則要去到佐敦，對於居民都不太方便。」
環保署昨日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雖然

負責團隊較早前已到各試點主動聯絡居民及商戶
進行溝通及講解安排，惟部分住戶不在家而未能
聯絡上，團隊已留下聯絡電話以便跟進，以及安
排未有指定袋的「三無大廈」住戶聯絡派送。
環保署續指，首日在場職員發現部分住戶及商戶有

需要跟進的情況，例如商場物管派發予商戶的指定袋
有不合用的情況，已聯絡物管跟進。「『先行先試』
剛起步，負責團隊會主動跟進盡早解決問題，亦鼓勵
參與者如實反映遇到的各種問題和情況。」

「三無大廈」為違規住戶「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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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長沙灣道58號「三無
大廈」有垃圾桶套上指定膠
袋，為個別違規住戶「包底」。

◆「三無大廈」商戶周女
士表示，無政府人員向
他們派發指定膠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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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
先行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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