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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李慧琼昨日舉行記者會，透露她在十
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期間，提出安
排「山東號」航母或現役艦隊到港訪問、安排
國家獎牌運動員訪港、贈送大熊貓給香港、增
加駐港部隊對外開放次數、允許香港科學人員
參與「雪龍號」的科考工作等建議，希望藉國
慶75周年為港人爭取更多中央支持，加強市
民對國家國防和科技等方面的認知。

爭取更多政策挺港愛國教育
李慧琼表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

周年，希望可以藉此爭取更多中央政策對香港

愛國主義教育的支持，在香港開展多元化活
動，讓更多不同背景和年齡層的巿民參與其
中。為此，她向中央提交了多項建議，並預計
三個月內會有答覆。
她在介紹自己的建議時表示，國家第一艘航

母遼寧艦訪港時深受市民歡迎，第二艘完全自
主研發的國產航空母艦「山東號」若能訪港，
相信能再次獲得市民歡迎，同時讓港人進一步
認識國家在國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績和面臨的
挑戰，增加港人的國防意識。

贈港大熊貓有助說好中國故事
李慧琼又提到，中央歷來贈送過4隻大熊貓

給香港，其中佳佳及安安先後離世，現時只有
2007年來港的盈盈和樂樂，她希望可以在國
慶75周年這個大日子迎來新成員。如果國家
願意在這個日子向香港贈送大熊貓，相信定可
引起大熊貓熱潮，有助更好說好中國故事和香
港故事。
她並建議安排國家獎牌運動員訪港分享經

驗、加強交流，進一步推動港人對體育文化的
熱忱，還希望增加駐港部隊對外開放次數，讓
港人更多了解人民解放軍的真實情況；她並希
望中央允許香港科研人員參與「雪龍號」極地
考察，推動港人參與國家科研成果、推動年輕
人對科學的興趣。

李慧琼冀中央安排「山東號」訪港 賀國慶75周年

扶持拾荒者回收 減廢又扶貧
研究指「業界」日回收量達16萬公斤 團體倡設登記制視為合作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港特區政府上周
一實施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餐具及其他塑膠產品，
至今已一周，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形容新
措施進度良好，表示局方日前已到訪超過1,700間
零售及餐飲店舖了解情況，發現大多數大型連鎖餐
飲已轉用非塑膠的即棄餐具，小型食肆則有一半已
轉用，且六七成光顧連鎖食肆的巿民，外賣也「走
餐具」。
謝展寰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至今，約有半數

小型食肆已經「走塑」，餘下仍使用受管制餐具的
食肆，主要是想在六個月適應期內用完塑膠餐具的
存貨，部分已在尋找非塑膠產品的供應商，「這個
認知都是可以的，進度良好，很多連鎖餐廳告訴我
現在買外賣的人，差不多六成至七成也不需要他們
的外賣餐具，市民的認知及準備不錯，新措施進度
良好，這個是十分好的現象。」

超市壽司屬預製可用膠盒
被問及有日式超市因避免違法，於日前改用紙盒

包裝壽司出售，他坦言要顧客在看不到壽司情況下
選購，有少許不合理。他解釋，超市壽司屬於預製
食品，顧客光顧後或會帶走，也可能即場享用，這
是商戶不可控的情況，因此當作外賣以膠容器盛載
仍屬合理。
不過，若在美食廣場點餐，即使座位不屬於個別
食肆，若點餐後才製作食物，顧客亦指明堂食，食
物乃是即製，就需要遵守「走塑」規例，不能使用
塑膠容器。
對部分非塑膠即棄餐具被指質量欠佳，謝展寰表

示，特區政府與品質保證局成立平台，提供數百款
餐具予食肆選擇。他透露自己曾向部分食肆了解，
負責人也表示未接獲涉及餐具的投訴，而「走塑」

措施只是剛開始，食肆仍有時間試用不同款式的餐
具，選擇最適合的替代品。
垃圾收費「先行先試」計劃已進行了近一個月，

謝展寰表示，他們正了解不同處所情況，14個不同
試點的合規率存在差距，特區政府大樓、院舍和食
肆，只要管理層指示員工執行，合規率近百分之
百，住宅合規率則較參差，「特別是『三無大
廈』，合規率只有一至兩成，私人大廈高一些，
（合規率）剛超過一半。意見和回饋對我們下一步
如何部署是很重要，特別是前線工人。」
就垃圾袋指定生產商早前接獲特區政府指示暫停
生產，令人關注垃圾收費計劃是否再現變數，謝展
寰澄清並非停產，並解釋指定袋存放的貨倉已經裝
滿，再製造需要花錢尋找地方存放，因此才通知生
產商暫時停產，「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存貨，不是停
產的情況。」

謝展寰：社會轉用非塑膠餐具進度佳

頂着歧視收垃圾 又憂徵費損生計由聖雅各福群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新福事工協
會「拾平台」等多個團體及學者組成的「拾荒者

福祉關注組」，於去年11月在全港18區共84間回收舖
及11輛回收街車接觸914位受訪者，收集到701份有
效問卷，當中74.7%受訪者介乎60歲至79歲，女性拾
荒者佔81.4%。

倡豁免拾荒者指定袋徵費
關注組根據有關數據推算，全港拾荒者人數介乎

2,791人至3,456人，與2018年相比，拾荒3年以上的
人數比例由62.8%升至70.5%，每周工作中位數由5天
增至7天。他們每日回收量介乎13.8萬公斤至15.9萬
公斤，數以千計拾荒者每天進行回收工作，對社會及
環境有重大貢獻。
拾荒者收入低微，每月平均收入1,566元，中位數僅

750元，而每周工作日數中位數為7天，即至少有一半
人每日拾荒。相比2018年，更多人為「賺取基本生
計」而拾荒，佔整體三成，其餘絕大部分為幫補生
計。研究估計愈多人士投身拾荒工作，拾荒亦應視為
一種長期勞動的工種。
特區政府將於8月實施垃圾收費，新福事工協會「拾

平台」的鄧永謙認為，拾荒者每日進行回收，對社會
及環境有重大貢獻，但不少拾荒者也不清楚垃圾收費
實施後，每日要預備多少個綠色指定袋，費用亦只能
自行負擔，期望特區政府可以豁免向他們徵費。

肯定貢獻提供配套 利完善回收業鏈
研究又發現，48.5%受訪者回收物或個人財物在過去

3個月內曾被偷，較2018年升逾一成。27.6%受訪者則
曾遭受巿民不禮貌對待，13.4%則遇到商舖不禮貌對
待，反映拾荒者不為外界接納及理解。
關注組認為政府應肯定拾荒者對社會的貢獻，建議
設立登記制度為他們正名化。是次調查顯示，29%受
訪拾荒者建議執法部門放寬阻街執法指引，27.7%則希
望在社區能有「回收空間」，故建議政府與拾荒者或
關注拾荒者組織建立夥伴關係，遇到須清除障礙物情
況，食環署先與機構組織協作游說清理及考慮延長執
法通知期，政府減少懲罰性執法，提供配套以便拾荒
者進行清理與回收。
關注組又建議政府部門與地區組織合作，在拾荒工
作較頻繁的地方，設置回收空間，如公共街市規劃停
泊手推車空間，並提供閉路電視監察，讓拾荒者合法
擺放，及考慮活化空置政府用地，在就近拾荒者工作
用地設手推車停泊區。長遠則從城市規劃着手，建議
重新檢視和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有關環保
範疇的規劃標準，將拾荒者所需要的回收工作空間，
列入日後新發展區的配套設施。
對拾荒者曾遇到市民及商舖不禮貌對待，關注組建
議多舉辦讓市民能與拾荒者互動的關懷活動，讓市民
和商戶更了解他們在社區的角色，並倡議設立地區有
價回收的資料庫，登記每區拾荒者慣常進行回收工作
的位置，並記錄回收舖地點，開放讓市民提供拾荒者
位置，方便公眾查閱區內回收資訊，並將回收物交拾
荒者處理，促進拾荒者、市民與回收商的互動。

香港特區政府銳意推動減廢和回收，有關注

拾荒者的團體昨日公布一項研究指，全港目前

最多有3,456名拾荒者，每日回收量最多近16

萬公斤。但隨着經濟氣氛轉差，生活在社會底

層的拾荒者工作時數有增無減，而垃圾收費實

施後，拾荒者或要自購指定垃圾袋才能進行回

收，額外開支倘大增將難維持生計，故建議特

區政府豁免向拾荒者徵費，及為拾荒者建立登

記制度，肯定他們作為回收業者的角色，並與

拾荒者建立夥伴關係，提供配套以便拾荒者進

行清理與回收，創造雙贏局面，又希望拾荒者

獲更多社區人士理解與接納，由特區政府出面

共建社區友善空間。◆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支援拾荒者建議
1.肯定拾荒者工作及實際幫助

◆為拾荒者設立登記制度，由環保署聯同關注拾荒者機構組織
設工作小組，制訂定義拾荒者的指標以方便登記系統運作

◆政府與拾荒者或關注拾荒者組織建立夥伴關係，提供配套以
便拾荒者進行清理與回收

2.建立友善對待拾荒者社區

◆在拾荒工作頻繁地點設回收空間，並活化空置政府用地，設
手推車停泊區

◆連結商戶容許拾荒者在限定工作時間內擺放手推車和整理回
收物，或容許拾荒者收工後擺放回收車在店內

◆建立有價回收資料庫，方便公眾查閱區內回收資訊並將回收
物交拾荒者處理

◆舉辦讓市民與拾荒者互動的關懷活動，令市民和商戶更了解
拾荒者在社區的角色

3.加強外展支援

◆提供行業支援，發放行業資訊，讓拾荒者了解回收業與環保
政策最新狀況，以適應行業轉變

◆提供職安健支援，連結社區物理治療和中醫服務，以達至預
防、舒緩或治療的效果

◆推動回收友善社區，並聯繫社會資源，協助建立支援網絡，
解決生活上的困難

4.提供再就業及晚年規劃服務

◆提供職業培訓、就業諮詢和就業機會，幫助有需要的拾荒者
轉換到其他有穩定收入和有前景的工作

◆加強長者晚年規劃服務，助拾荒者為日後退休生活未雨綢繆
◆檢討整體增加長者的退休保障水平，包括設全民養老金制
度，讓長者安老
資料來源：拾荒者福祉關注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香港社會貧富懸
殊，部分長者要靠拾
荒為生，8月實施的垃
圾徵費將為拾荒者帶

來不小的影響。有拾荒者認為，自
己作為在民間回收系統前線人員，
始終被社會忽視，在面對社會上種
種不友善對待的同時，現在還要擔
心自費購買指定垃圾袋，會蠶食其
回收得來的低微收入，期望特區政
府豁免對他們徵費，讓他們繼續拾
荒以幫補生計，同時可以在社區中
協助環保回收物料，否則在垃圾徵
費實施後或不再拾荒。
自2000年起就多在北區華明邨拾
荒的秋姐，已從事拾荒工作24年。
今年71歲的她仍然依靠拾荒幫補收
入，每日從早上7時至晚上8時，
在上水的街市、商舖附近拾紙皮。
她說曾遭到不少人的歧視，曾被斥責她
「臭」，又曾試過被人搶紙皮等。
她眼泛淚光地說，特區政府相關部門

近期嚴厲執法，試過扣起她拾荒用的手
推車，她到現在都未能取回，「我推到
一邊廁所那個角落，沒有人會走到那個
角落，但他（執法人員）說是公眾地
方，讓保安攞到去房署那邊。」
秋姐說，自己日常每天都會向固定商

戶回收紙皮，最擔心的是垃圾徵費
後，商舖不會再把紙皮放在門口，
會使她失去回收機會。

憂買指定袋開支太大
此外，日後垃圾需要用指定袋包

裝，若她要購買指定袋才能回收，
屆時需要有額外成本，「紙皮不會
用膠袋，垃圾會用膠袋，但想問紙
皮怎樣套？ 能套得多少個膠
袋？」她會留待正式實施垃圾收費
後，才決定是否繼續拾荒。
同樣年過七旬的玲姐曾任職清潔

工，但因糖尿病導致視力下降不獲
續聘，改為從事拾荒已十多年。她
亦對垃圾收費感到憂慮，指當得知
垃圾徵費後，拾荒者或要自費購置
指定袋處理不能回收的垃圾時，感
到十分無助，「如果要我幫佢整理

垃圾，幾恨錢我都唔會做。」她直言，
若垃圾徵費實施後額外支出太大，會考
慮不再從事有關工作。
玲姐希望特區政府豁免她們的收費，認

為她們的工作亦是對社區環保作出一份貢
獻，在社區處理垃圾和回收物起到重要作
用，並期望政府正視拾荒者的存在和他們
的貢獻，不要忽視他們的存在和責任。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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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倡扶持拾荒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有研究指全港目前最多有3,456名拾荒者，每日回收
量最多近16萬公斤。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李慧琼冀爭取更多中央政策支持香港的愛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