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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袋拎的多用的少
連翠邨逾九成住戶領取僅兩成有用 疑習慣將用過膠袋裝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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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廣西新界北服務中
心、香港廣西柳州市同鄉聯
誼會舉辦的「『廣西壯族三
月三歌節』走進港澳系列活
動──新界北地區文化推廣
同樂日」日前在上水彩園邨
露天劇場舉行，活動主禮嘉
賓包括：香港廣西新界北服
務中心主任、香港廣西柳州
市同鄉聯誼會會長程民駿，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部務委員覃定堅，香港廣西
社團總會會長、全國人大代表文頴怡等。活動以桂港文
化合作為平台，加強兩地之間的文化和藝術交流，為兩
地旅遊、經貿往來拉開序幕，同時凝聚更多在港鄉親、
會員、友好睦鄰、街坊民眾，共同構建香港繁榮穩定、

和諧包容的社會。
程民駿致辭感謝廣西
壯族自治區統戰部，柳
州市統戰部及廣西社團
總會一直以來對廣西新
界北服務中心的支持。
他介紹指，廣西新界北
服務中心自 2021 年底
成立以來積極投身社區
工作，大大小小的社區

活動已舉辦了超過150次，其中別具廣西文化特色的
慶祝三月三活動更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廣西壯
族自治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每年「三
月三」這個節日，壯族、漢族、瑤族、苗族、侗族等
各族會共同慶祝這一重大節日，是各族大和諧共融生
活的大見證。能夠把這樣重要的節日帶到香港社區具
有重要的民族意義。今年已經是主辦方第三年在香港
舉辦活動，這充分體現了廣西對推廣傳統中華文化的
重視和努力。
回顧過去兩年的活動，該會義工與本區居民共同歡度

節日慶典，為市民帶來了非常愉快的時光。據悉，本次
是大會第三次舉辦壯族「三月三」慶祝活動，共吸引了
400多人的參與，為廣西文化的推廣揭開了新的一頁。
程民駿感謝各位機構的幫助和支持，讓「三月三節日」
再次綻放光彩。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
年，並對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積極參與社
區服務，無私奉獻、表現突出的義工進
行嘉獎，4月28日下午，由香港東區各
界協會主辦、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北鰂、
筲柴地委會協辦的「共建東區同心同
行——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
周年暨2023年度傑出義工嘉許禮」，於
北角社區會堂舉行，旨在激勵廣大義工
繼續發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義工精神，號召更多街坊市民參與義工服務，為建設和諧東區貢
獻力量。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筲柴地委會主席劉慶揚談到，在愛國愛港旗幟的指引
下，義工們肩負着傳播正能量和關愛的使命，是建設美好社區的重要基石。他衷心希望、熱切期待廣大的
義工朋友繼續堅守使命，在支持政府施政、排解民生憂難、改善社區面貌上繼續發光發熱。
東區民政事務專員、東區區議會主席陳尚文表示，東區各界協會一直秉持愛國愛港精神，積極關注社會
民生事務，致力推動開展社區服務，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表示協會在地區工作的成功，各位義
工確實功不可沒，期望未來能夠與更多的義工朋友攜手合作，共同建設美好的東區。
優秀義工代表吳燕麗在嘉許禮中分享自己參與義工服務的體會，指出東區有濃厚的義工氣氛，不少同心
同行的義工好友們一起參與其中，並在此過程中收穫了個人成長及喜悅。她表示會繼續用義工身份，為社
區做出更多貢獻，期望更多東區朋友加入到義工行列，走進社群，關愛社會。在本屆特區政府提出完善地
區治理方案後，東區各界積極響應，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做好地區民生工作，其中重要一環便是組建堅實的
義工團隊。主辦方香港東區各界協會將攜手東區全體義工團隊，共建東區、同心同行，配合特區政府為東
區地區治理開創新氣象，開啓新篇章。
出席此次活動的嘉賓包括：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尤斌，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吳秋北、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港島聯理事長蘇長荣，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施清流等。

◆現場大合照。

「廣西壯族三月三」系列活動──新界北地區文化推廣同樂日
以桂港為平台 加強兩地交流

共建東區 同心同行

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暨2023年度傑出義工嘉許禮

◆「『廣西壯族三月三歌節』走進港澳系列活動──新界北地區文化推廣同樂日」共
吸引400多人的參與。

◆ 港廣西新界北服務中心主
任、香港廣西柳州市同鄉聯
誼會會長程民駿致辭。

為認真貫徹落
實省委深化

拓展「三爭」行
動和市委「聚僑
引僑和泉商回
歸」2024年專項
行動部署，4月
23日至28日，泉
港區委副書記、

區政府區長楊鳳翔帶隊到香港、澳門開
展招商推介和聯絡聯誼活動。區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王曉鶯，副區長莊一鳴
參加相關活動。
楊鳳翔一行先後走訪香港莊士集團、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夢網國際
通信公司、澳門CMC（國際）貿易工
程有限公司等企業，通過現場走訪、座

談等形式，介紹泉港經濟社會、產業發
展、區位優勢情況，推介我區優質營商
環境、高新產業和文體旅遊等領域招商
政策。
4月24日、27日下午，泉港區委、區
政府還分別在香港、澳門舉辦招商推介
會。推介會上，楊鳳翔指出，泉港區當
前正在大拼經濟、大抓發展，致力於項
目攻堅和招商引資，特別是去年以來，
泉港規劃開發高新園區、鳳安片區、北
翼新城、文旅產業、高鐵片區、港口經
濟六個板塊，招引一批文旅融合、商貿
綜合、現代服務等優質項目，可以說家
鄉商機無限、前景可期、大有可為。誠
摯邀請各位鄉賢、各位企業家朋友積極
投身到泉港新一輪創業熱潮中，共話發
展、共贏未來。希望企業家常回家鄉看

看，對家鄉建設多傾注熱情、多關注支
持、多建言獻策、多推介宣傳，歡迎各
位鄉賢回鄉投資興業，介紹更多的朋友
來泉港參觀考察、交流合作，把家鄉的
產業做大做強，把家鄉建設得更加美
好。泉港將以最優惠的政策、最優越的
環境、最優質的服務，為企業家回歸創
業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更有力的支持。
此外，楊鳳翔一行還拜訪了香港泉州
市社團聯合總會（香港惠安同鄉總
會）、香港泉州泉港聯誼總會、大灣區
進出口商業總會、澳門福建同鄉會、澳
門福建同鄉總會、澳門泉州泉港同鄉會
等同鄉社團的在港澳鄉親，加深與港澳
社團、鄉親的溝通聯繫、聯絡聯誼，積
極動員在港在澳鄉親返鄉投資興業。期
間，還拜訪了澳門大學等單位。

泉港區政府主要領導帶隊到香港、澳門開展招商聯誼活動

◆泉港區委副書記、區政府區長楊鳳翔招
商推介會上講話。

▲▼泉港區委副書記、區政府區長楊鳳翔一
行先後走訪港澳企業。

◆圖為活動現場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首階段走塑在香
港實施逾一周，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昨日舉行
「高才餐廳打卡會．自帶餐具我先行」活動，協會
創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尚海龍在現場派發環保餐
具。尚海龍表示，包括受養人在內的新來港人才已
逾十萬人，這群「新市民」是推動香港本地消費的
主力。他希望新來港人才能用自帶餐具的方式踐行
「走塑令」，引領香港環保新風尚，推動香港本地
餐飲業發展。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應邀出席並與高才代
表和家屬一同午餐。謝展寰與現場一位小朋友互
動，表示香港很重視環保問題，減少塑膠使用可以
降低微塑膠對人類健康帶來的危害，希望大家支持
走塑，「相信他將來都會感謝（這個環保措
施）。」
這位8歲小朋友史恩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他十分認同走塑對環境保護的意義，將來也會
積極踐行「走塑令」。
被傳媒問到「走塑令」的進展，謝展寰表示，措

施生效一周後已有逾一半食肆轉用非塑膠餐具，大
型連鎖食肆更是已全部走塑，其他店舖則仍在清理
膠餐具存貨或正預訂替代餐具。

連鎖餐廳：六七成外賣客不需餐具
他又透露，有連鎖餐廳反映有六至七成外賣顧

客不需要外賣餐具，反映走塑效果良好、執行暢
順，相信6個月適應期已經足夠。稍後，局方將
派員回訪部分商戶，以了解他們的困難和提供幫
助。

高才通協會倡新來港人才踐行「走塑令」

◆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昨日舉行「高才餐廳打卡
會．自帶餐具我先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表示，
垃圾徵費試行時間約兩個月，並將於本月27

日向立法會報告結果。就有業界人士反映前線清
潔人員的工作量增加，局方會認真審視結果，又
強調必須取得平衡，不要擾民，讓大眾得以接
受。

試行一個月「用的人沒增多」
柴灣連翠邨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物業服務公司
協會主席潘建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反映，居民使用
指定袋的熱切程度比較低，雖然幾乎所有居民都會
領取指定袋，但大部分人沒有使用。在4月初，他
原以為是由於住戶尚未習慣，但試行一個月後，
「用嘅人都係無咩上升到。」
他認為原因有三，包括派發的指定袋容量僅
15升，比起常用的普通白膠袋容量少：「居民
唔習慣，垃圾多時未必裝得晒。」其次是居民源

頭分類的意識不足，「金屬、廚餘、膠樽等可回
收物料，也沒送到樓下分類回收桶，全當普通垃
圾放進垃圾袋，因此指定袋就不夠用。」
他相信由於目前僅是試行，沒有罰則：「法例

未正式實施、無約束力，係試下啫，居民可能
放鬆少少。」
被問及前線清潔工人的工作量，潘建良形容他們

的工作量起碼增加雙倍：「清潔工變成需要現場再
進行垃圾分類，將用指定袋包好的垃圾揀出來放入
垃圾槽，其他不合標準的垃圾，則要套上綠色指定
袋，才可以送上垃圾車。而屋邨還需要另外安排一
名清潔工，負責垃圾袋是否破損。」
雖然管理處已加派人手，但工作量大增之下，工
友的休息時間由45分鐘減至15分鐘，管理公司為
此需要提供相應津貼。

區議員：配套未完善 適應需時
東區區議員植潔鈴在另一電台節目上表示，

連翠邨已經算是垃圾分類設施相對足夠的試
點，但問題是要市民改變習慣談何容易？她轉
述居民批評：「買外賣時已經有膠袋，本來用
餐後，便可利用同一膠袋棄置，垃圾收費後還要

再放入指定垃圾袋，膠袋包膠袋，反而更不環
保。」有部分居民表示，家中仍有許多平口垃圾
袋，所以指定袋「留返正式實施再用」。她認為
垃圾徵費細節繁多，居民在半年至一年時間未
必可完全消化，在配套沒完善下，或還需一至
兩年時間適應。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期望特區政府

盡快公布下一步路向：「垃圾收費每月成本、經營
方式，要有規劃、準備。第二是指定垃圾袋是否繼
續訂貨，還有廚餘回收要怎樣做，很多都要等待方
向清晰後，業界進一步更好地準備。既然出現這麼
多問題，我們都不能忽視，應該要調整或跟進。」
他建議將「先行先試」計劃擴大至鄉郊、學校等試

行，但不認同擱置徵費，建議可以考慮分階段落實。

特區政府早前

就垃圾徵費推行

「先行先試」計

劃，在全港 14

個試點試行計

劃，環保署昨日表示，「先行先試」為期兩

個月。柴灣連翠邨是試點之一，該邨管理公

司負責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雖然該

屋苑逾九成住戶領取指定袋，惟僅兩成人使

用，相信與指定垃圾袋太小，以及居民習慣

將用過的膠袋裝垃圾，以免浪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李家超勞動節訪問連翠邨清潔
工，了解垃圾徵費試行情況。

資料圖片

▲植潔鈴認為垃圾徵費細節繁多，
居民在半年至一年時間未必可完全
消化。 Fb圖片

垃圾徵費
先行先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