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專題
20242024年年66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2024年6月5日（星期三）

A18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王 建

2013年，為加強推動有機資源的回

收，鍾千慧及其從事回收工作超15年

的丈夫鄭逸豪成立了FoodCycle+社會

企業商務中心，那時的回收大勢已逐

漸由塑膠、紙張轉向廚餘。

喜歡花草與種植的鍾千慧曾在新西蘭

鄉下生活兩年，在那個水資源時而短

缺的地方，她體驗到了別樣的生活模式，也開

始對資源的節約與合理利用敏感起來。她表

示，人們不會每天都去超市採購，沒有過量浪

費的情況，也不會每天都丟垃圾，還會將廚餘

轉為堆肥。此外，她發現那裏的產品大多不會

被過度包裝，很多人也都是拿着一個紙箱去採

購。這些生活習慣都影響了她，直到現在。

從種植到有機堆肥

「我那時跟當地人學習種植，也沒想到要從

事環保。後來回香港，發現廚餘回收這個概念

慢慢出現了。」回港後的某天，鍾千慧與當

時還未成婚的鄭逸豪談起自己在海外的經

歷，因兩人背景相似，他們開始考慮合作。

起初，鍾千慧還只是在空閒時間舉辦工

作坊，向大家分享種植知識；後來在機緣

巧合下，她與鄭逸豪發展起堆肥事業，人

生也多了「環保」二字。這份事業並不容

易，但幸運的是，兩人總會在不同階段迎

來各種機遇，因此也總能獲得下一處落腳

的地方。鍾千慧回憶，不同於專注回收廚

餘，當時的她會出於興趣，同朋友將「垃

圾」升級改造，設計並製作一些小成本

的紀念品；也有一些公司因欣賞他們的

理念而訂購這些產品。

在日常生活中，鍾千慧會盡量將很多

東西重複利用或升級改造。「比如玻

璃罐，如果拿去回收，他們會在處理

的時候把它打破，我覺得很可惜，因

為它被重複利用的機會比較多。」平

日在開展工作坊的過程中，在教授如

何種植盆栽的同時，鍾千慧也會帶參

與者將膠瓶改造為花盆。

對於給生產廠商的環保建議，鍾千慧指出，

水果等產品可盡量避免用膠袋包裝，也可採

用一些可回收材料做包裝。「包裝不繁雜，

大家也就沒有那麼多東西需要分類、回收、

丟棄。」她亦點明在港生產可回收材料成本

高的問題，表示發展場地和僱傭人工的費用

都較高，因此她的想法若要大面積實現還需

一定條件。

迪士尼實現內部綠色循環

鍾千慧身歷風雨陽光
將海外經驗帶回香港

花草樹木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迪園）
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在更替的四季中抽芽、
綻放，常年與園內繽紛的主題裝飾相得益彰。
對於這個很多人都沉浸其中的「童話世界」，
樹木不僅能在夏日為遊人「撐傘」，也能在被
修剪後繼續滋養同伴，同時以其他方式充分發
揮作用和價值。
園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介紹，為

讓遊人獲得回味無窮的到訪體驗，同時積極減少
樂園營運對環境的影響、分享可啟發行動的環保
故事，迪園一直通過多種方式努力為下一代締造
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環境。
度假區擁有過萬棵樹木。自2017年起，樂園的

園藝部為減少綠色廢料，開始用碎木機將修剪後
的樹枝和風季時被吹斷的樹椏等轉為木碎，循環
再用於園區。園區會將這些物料處理為有機覆蓋
物，鋪在花壇土壤上，在減少堆填區的負荷之
餘，節省護理土木的成本。在此過程中，木碎包含
的有機物會潤養泥土下不同微生物的生長；這種反
應有助於土壤的共生作用，也能使植物生長得更加
茂盛。
樂園園藝部也致力提升綠色物料的分類，工作人

員會將平日園林中產生的草屑、樹葉、灌木、細樹枝
等收集起來、進行分類，而後透過有秩序的鋪平和定
期翻動，促進綠色廢料天然降解。
除搖身一變成為有機覆蓋物，園區破損的木條也會
被處理為長凳、木箱和旋轉柵門。截至目前，樂園已
將300根木條升級改造為「森林河流之旅」「前往泰山
樹屋之木筏」及「原野劇場」的木箱和旋轉柵門，為
區域主題添上了更加有感染力的氛圍。亦有約560根木
條被改造為迎樂路的新長凳。園區表示，目標於今年
內在迎樂路和迪欣湖活動中心重用1,500條木條，打造
更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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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千慧會在工作坊

帶領學員將膠瓶改造

為花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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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千慧曾在澳門環

保 展 開 設 綠 色 工 作

坊。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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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種植與回收
的鍾千慧及丈

夫鄭逸豪期望藉FoodCycle+將廚餘循環至
本地食物生產鏈，以達至生態平衡。5年前，中心
獲得了香港賽馬會「好壤」城市有機堆肥計劃的支
持，開始同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合作，將本
地食品工廠未被使用的涼茶渣、咖啡渣、豆渣、酒
糟等回收並轉為有機堆肥。鍾千慧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中文大學
曾研究二十餘種材料，最終篩選出了目前Food-
Cycle+有機堆肥的最佳配方，中心平均每周會
收入4至5噸廚餘；涼茶渣等不僅量大且易回
收，產出堆肥成分較好，有助於作物的生
長。

內地台灣回收業都獲政府補貼
FoodCycle+設有傳統的人工堆肥
處，也有能批量處理堆肥的自動
攪拌機。鍾千慧稱，堆肥是種
植的根源和基礎；廚餘分解
後的有機物質，可有效改善
土壤質量。中心在開拓有機
堆肥業務前就已開始種菜，
但當時的蔬菜狀況並不理
想，「我們發現不是加肥就
能解決的。」她表示，堆肥是
大自然本就存在的肥料形成過
程，「只是我們怎樣盡量用現有材
料還原大自然產生有機肥料的過程。」
FoodCycle+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加樂泥」有機堆
肥產品，現已發售兩年。銷售方式着重於批發，合
作方包括c!ty'super超市、HKTVmall網購平台、旺
角花墟市集等，但銷量平平。鍾千慧表示，只有銷
量提升，公司才有機會收入並消耗更多廚餘，「不
然那些廚餘垃圾也是被送到堆填區。」她指出，本
港專門將廚餘製成有機堆肥的公司並不多，Food-
Cycle+也只是一家小型試驗工廠。「在香港，如果

人們不關心環保，我們就做不下去。這樣即便有人
要環保，也沒有機構能提供相應服務。」
多年來，夫妻二人一直努力維持公司的運作，也

期望獲得香港政府的補貼。鍾千慧坦言，除廚餘處
理成本及文書費用較高外，中心雖在幫地區消耗廚
餘，但FoodCycle+的潛在性質與私人餐廳相似，
因此還未能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她指出，內地及
台灣地區相關領域的機構都有政府補貼，且與相應
政府部門合作，「他們一同打開市場、將產品做得
很好，這是比較健康的一種現狀。」
2018年，香港環境保護署全面啟用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第1期（O．PARK1），將各區多業的廚餘轉
化為再生能源以作發電，而後將殘剩廚餘轉為堆
肥。鍾千慧表示，通過這種原料來源廣泛的形式生
產的堆肥品質會下降，而FoodCycle+的產出成品
更為綠色。她指出，香港政府採用獨立處理體系是
對城市有益的，雖然FoodCycle+的力量較為薄

弱，但政府也可以通過行動鼓勵
本地私人機構共同為環保獻一
分力。

鍾千慧強調，食品循環
在香港很重要，因香港有

許多進口食品，若將過剩的廚餘視作普通垃圾，食
品循環就無法實現。她也建議香港為過剩的堆肥發
展出口業務，「這也符合『循環經濟』的理念；他
們用了，就可以產出並向我們供應食物；我們不能
只進不出。」

FoodCycle+堆肥產品收支未平衡
她表示，從香港政府計劃實施垃圾徵費到現在試

行，中心生意已有所好轉，但本港許多生產工廠的
經營仍是如履薄冰。此外，因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
等原因，「加樂泥」的收支還未達成平衡。疫情期
間，許多足不出戶的人在家中種菜，大家對堆肥的
需求也有所增高，因此中心那段時間的生意較為平
穩。通關後，許多人都外出旅遊，這又降低了堆肥
的需求量。
談及香港銷售模式對環保的影響，她說，許多商

家都在推廣琳瑯滿目的商品，也會通過「買二贈
一」等活動刺激消費，而這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浪

費，因人們有時並不能
及時用盡買下的所有產品。

期待與本地公園樂園合作
她回憶，兩年前，很多人都還不了解「加樂
泥」，「他們以為就是泥，不知道和回收、廚餘有
什麼關係。」這也促使她不斷改善推廣模式、提
升推廣頻率。如中心會於春季售賣「菇菇種植
套裝」，將環保理念融入其中並向大眾宣
傳，也會受邀到酒店、公司、學校開設工
作坊。在工作坊中，鍾千慧會以從本地
花墟購來的植物和「加樂泥」為材
料，向大家介紹種植。不過，無論
是周邊產品還是工作坊，帶來的
收入都不算穩定。目前，鍾千
慧也在嘗試將植物與「加樂
泥」配好，並以有限數量對
外售賣。
鍾千慧亦表達了與本
地公園及樂園合作的意
願。「本地多個公園
及樂園都種有很多花
草，如果他們對我們
的有機堆肥感興趣，
那我們可以嘗試合
作，園方也可以幫手消
耗本地廚餘。」她表
示，這樣既能保護香港的

環境、提升園區形象，也能扶

持FoodCycle+這類社會企業。
在她看來，環保這件有意義的事在慢慢獲得自己

的經濟價值，香港政府愈來愈重視環保，很多人對
環保的需求也逐漸增大，這些都為環保行業帶來了
機會，但政府也需要考慮如何推廣大眾能夠接受
的、便捷度更高的環保形式。她與丈夫也將畢生堅
持環保事業，「現在不環保，早晚都要環保的。」

香港大部分廚

餘會連同其他固體廢物

一起被棄置於堆填區，並

不符合持續發展的原則。為應

對廚餘問題，政府曾發表《香港廚

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及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並制訂源頭

減廢、食物捐贈、廚餘收集及轉廢為能 / 材四

項廚餘管理策略。環保署於2021年推展廚

餘收集先導計劃，主要接收私營（包括工商業）

及公眾場地的廚餘，分類後再運往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

期（O．PARK1）處理，將其轉化為能源及堆肥。其實早在

2013年，由環保工作者鍾千慧和鄭逸豪成立的FoodCycle+社會企

業商務中心已為香港食物生產鏈的循環作出貢獻，二人十餘年來一直致

力於將廚餘轉為堆肥，惟中心每周收入的材料有限，堆肥產品的製作成本

也還未與收入達成平衡，但夫妻二人仍相信在這個環保漸漸被人重視的時代，

眼下的事業終會迎來突破性的契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雨竹

十餘年堅持廚餘轉化堆肥十餘年堅持廚餘轉化堆肥 貢獻種植業貢獻種植業

環保夫妻建議環保夫妻建議
政府拓展政府拓展「「加樂泥加樂泥」」出口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