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護署早前舉行晚宴，邀請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立
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永杰等一眾議員，以

及漁農界的代表與漁護署署長黎堅明交流，並一同品嘗用本地漁農產
品製成的佳餚。
香港農業聯合會主席陳建業在晚宴上表示，施政報告發表關於漁農
業的發展藍圖，能系統性幫助整個行業發展，提升漁農產品層次。農
業目前面對的問題是香港土地不足，難覓耕作和養殖的地點，因此現
時正考慮以樓房養豬、多層養豬的方法，減少使用太多土地而能夠飼
養更多豬隻。而他曾前往內地考察，發現業界已經智能化，包括透過
人工智能觀察豬隻情況，並時刻記錄豬飼料等數據。

業界倡樓房養豬減佔地
他認為，考慮樓房養豬便是壓縮土地之後思考的策略之一，而種植
的部分將搬入農業園，發展藍圖亦指出特區政府要打造農業優先區，
另外還有公私營合作農業園，佔地約150萬平方呎，未來會將較高新
科技種植農業和受發展影響而搬遷的農業放入該農園，所以業界有信
心，未來能夠解決一部分土地不足的困難。
本地農產品目前面對的問題之一，是價格較其他產地的產品高。香

港農業發展建設聯會會長凌偉業認為，可以透過改進技術、多運用科
技以減少些使用人手，便可降低薪酬成本。例如，養豬業不少業界人
士都在使用電腦，將營運科技化，「隨着科技的投入、提高技術，成
本降低、產量上升，價錢自然會下降。」
香港優質水產養殖業發展協會主席梁冠華提出，本地漁業產品的銷
售需要特區政府的協助，期望能配合進行一系列銷售活動，以推廣本
地產品。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執行會長陳博智表示，施政報告提出的4
個新養殖區將會出台，運作上將更具規模和科技化，包括設自動投餵
等技術，變相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提高成本效益，希望日後有更多
渠道銷售產品以打開市場。
漁護署署長黎堅明強調，非常希望發展都市農業，表示可以在城市

內加入農業元素，包括在休憩地方和綠化地帶種植優質蔬菜、水果，
耕作之餘亦令環境舒適兼多元化，認為這個做法可以將城市發展與農
業發展相互結合。

新發展區規劃試添農業元素
他透露，未來的新發展區在規劃上亦會嘗試加入農業元素，例如天
水圍新街市的天台區域，會預留地方進行水耕種植，實現「現耕現
賣」的概念。

增培訓教耕植 青年有心有力
黎堅明表示，現在香港漁民數目約有萬多人，農民則約有三四千
人，近年見到不少年輕人有興趣從業漁農業。至於要如何吸引新血入
行，首先要按照清晰的發展藍圖進行；其次在培訓上要多做些工夫。
署方又會與大專院校設置養殖、耕植等方面的不同課程，讓年輕人有
機會認識有關產業，並學習到相關的知識，同時要讓年輕人知道從事
漁業與農業會有很好的出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

施政報告中公布的漁農業發展藍圖，讓漁

農業界感到鼓舞，希望迎來全面的發展。有漁

業界代表表示，本地有很多優質漁產品，期望特

區政府協助宣傳。同時，農業正面對土地不足問題，

希望能夠在科技的幫助下減少用地並加大產量，例如

發展樓房養豬等。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表示，

正考慮發展都市農業，發展城市之餘融入農業

元素，以及透過加強培訓與宣傳，吸引更

多年輕人加入漁農業的行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擬天水圍新街市預留空間擬天水圍新街市預留空間 進行水耕種植進行水耕種植「「現耕現賣現耕現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市民平
日食用的肉類、蔬果等主要來自內地和海
外地區，其實本地也有不少優質漁農產
品，包括蛋味更濃的永明雞蛋，肉質緊實
兼口感鮮嫩的本地養殖龍蝦，以及未受污
染的本地金蠔等。有香港漁農業界代表表
示，一些本地產品雖較其他產地的產品價
格為高，但質素更佳，有一批支持本地產
品和追求質素的市民捧場。
漁農界代表在日前的晚宴前向香港文匯報
介紹本地漁農產品。香港農業聯合會主席陳
建業表示，本地農產品豐富，如紮帶信譽
菜、本地產蜜糖、著名的元朗絲苗米等，均
可在網上購買。本地農產品價格雖較高，如
永明雞蛋每隻要5元至6元，高出內地雞蛋
1元多一隻不少，但強調價錢合理，因質素
更好，蛋味重而且新鮮。

產出過程有監管 及時上線以鮮為主
他強調，本地農產品符合香港的高標準要
求，有信心保證，如特區政府抽查本地雞，
就從未驗出抗生素和激素。雖然本地生產成
本如薪酬較高，導致售價較貴，但整個產出
過程有政府監管，且本地產品能及時上線，
以鮮為主。
香港農業發展建設聯會會長凌偉業直言，
內地農產品生產量大，成本和銷售價格較
低，香港農業不能與內地鬥平，故選擇生產
優質產品，如內地飼養的豬隻6個月就出
欄，本地豬會養至8個月才出欄，故豬肉味
道更濃，吸引了不少市民捧場。陳建業補
充，本地農業生產淨值佔市場約10%內，有
追求高質素的市民特別願意購買本地產品。
香港優質水產養殖業發展協會主席梁冠華
指住一條密封的藍瓜子斑魚，表示現已有年
輕人參與學習養殖此魚；另一產品的金蠔是
放在缸內過濾後的乾淨海水養殖，不會受不
潔的海水污染。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執行會長陳博智說，

上述產品均配備二維碼，方便買家尋找產
品的源頭。他又介紹了本地的養殖龍蝦，
指在港售賣的龍蝦大多來自東南亞，本地
漁民有養魚經驗，但未曾亦不敢較易嘗試
養殖龍蝦，「龍蝦怕光，漁民不知如何飼
養。」
不過，近年有漁民申請了特區政府漁護署
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在專家指導下嘗試飼
養龍蝦。這些龍蝦極受市民和旅客歡迎，售
價與其他龍蝦相若，但口感上特別鮮嫩、鬆
軟，肉質緊實，整個養殖過程均有政府定期
檢測和記錄，包括使用的飼料等。日後港產
龍蝦將能夠免關稅進入內地市場，相信會迎
來噴井式發展。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在漁農署
和業界共同努力下，近年有很多本地優質產
品，包括有本地養殖的藍瓜子斑魚、黑毛
豬、水耕科技自動設施種植的新品種蔬菜
等。
他表示，特區政府公布的漁農業可持續發
展藍圖，勾畫出政府與業界對本地漁農業未
來持續發展的願景和計劃，而提升產品競爭
力和加強推廣本地漁農產品是發展要點，漁
護署將在明年1月3日至5日在旺角花墟公
園舉辦一年一度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
屆時約有200個漁農攤位，並設有現代化
科技展覽區，介紹新產品和提高產量的新
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海洋公
園公司去年推出嶄新保育推廣項目「逆瀕行
動」，其中一項工作是「食本地鮮」，由海
洋公園擔任中間人，創造機會讓本地漁農業
界與零售業和餐飲業界交流合作，從而推廣
更多本地漁農產品，為本地漁農業出一分力
的同時，還能減低碳排放，改善環境。
海洋公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嗣輝表示，外國

進口食材會引致碳排放量大增，為減低碳排
放並支持和推動本地漁農業發展，再加上本
地漁農產品更新鮮，因此園方牽頭提供一個

平台，舉辦交流會等，讓本地漁農業界與餐
飲和零售業界合作，在商舖和食肆推出更多
本地漁農產品。
目前，該計劃已約有150名會員，包括漁

農業界與零售和餐飲業人士，其中約有41間
餐廳和29間零售商舖貼上「食本地鮮」標
誌，推出和使用本地漁農產品。
黃嗣輝表示，海洋公園一些餐廳有使用本
地的食材，例如本地產的牛奶、本地養殖的
魚類等，如在早前大熊貓龍鳳胎百日宴活動
中向入場者派發的紅雞蛋，就是使用本地產

的雞蛋。
被問及本地漁農產品價格是否都較其他產
地的產品昂貴，他認為要視乎產品的不同，
部分雖貴些，但有一些與其他非本地產品的
價格相若，例如甚至一些菜蔬和菇類等食
材，價格可能會更便宜，「一些外國運過來
的食材，加上運費後銷售價格都高昂。」
黃嗣輝表示，希望透過對零售和餐飲業的
宣傳，以及公眾教育，讓巿民知道食用本地
食材的好處，支持本地漁農業發展和減低碳
排放，改善環境。

海園牽頭辦交流會 助業界推本地漁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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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
風影響華南沿岸，香港天文台昨日在市區錄得13.8度今年入
冬以來的最低氣溫。受一道雲帶正覆蓋廣東西部沿岸，天文台
預測今日（15日）早上本港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約
13度，新界再低兩三度及普遍寒冷。高地氣溫顯著較低，日
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非常乾燥，最高氣溫約16度，吹和緩至
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16日）早上
相當清涼，隨後兩三天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氣溫回升，但早
上仍然清涼。
昨日上午約8時，天文台錄得市區13.8度低溫，同一時間大

老山及昂坪更錄得7.4度。雖然隨着日間有陽光，氣溫逐步回
升，市區錄得最高氣溫17.3度，但由於風勢大，加劇人體感
覺的寒意。
昨日下午4時45分，由於風勢頗大，高地和空曠地方「風

寒效應」尤其明顯，至晚上風勢明顯增強，不少出外消遣的市
民都紛紛穿着羽絨外套或厚身外套，有人還戴上頸巾。一些專
營煲仔飯和火鍋的食肆，生意明顯上升。

廣東沿岸本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
天文台表示，華南沿岸受一股東北季候風影響，內陸地區寒

冷。而一道廣闊雲帶亦覆蓋該區。受乾燥的季候風持續影響，

該雲帶會轉薄，廣東沿岸在本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日間氣溫
回升，但上午仍然清涼，預料一股季候風補充會在下周後期抵
達華南沿岸。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提醒，在寒冷天氣下，市民尤其是長者

和長期病患者應採取相應預防措施，包括留意天氣預報，按氣
溫加穿適當禦寒衣物，包括帽、頸巾、手套和襪等；應進食足
夠及高熱量的食物和熱飲，例如熱湯、熱飯和麵；經常作適當
的運動，以增加血液循環和產生熱能；逗留在溫暖的環境內，
避免過分暴露於戶外；使用保暖電器時要注意安全，室內應保
持空氣流通；如有不適，應盡早求醫。

寒風至市民添厚衣 市區今低見1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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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天氣寒冷，一些
專營煲仔飯的食肆生意
大旺，店外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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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小朋友穿上厚身
外套。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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