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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本
港資深舞蹈家王廷
琳與舞者「快樂舞
動嘉年華」昨日在
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舉行，近200名來自
超過十個共融團體
的人士參與演出，
吸引了8,000多名市
民前來欣賞。當中
更有觀眾與表演者
的互動舞蹈環節，
宣揚傷健共融。

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與土木工程拓展

署合作，以一年多時間將位於紅花嶺郊野

公園的蓮麻坑鉛礦洞活化，將其變身成為

開放式的博物館，並於上月底正式對公眾開

放，讓公眾遊覽和了解本地礦業與該礦洞盛

載着香港一段獨特而鮮為人知的歷史，該處

現亦已成為蝙蝠棲息地。礦洞作為兩個特區

政府部門首個合作活化的開放式博物館項

目，部門期望可以為日後郊野

公園的同類型活化項目起示範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鉛礦洞變身開放式博物館
停運後成「蝙蝠洞」公眾遊覽可了解本地礦業興衰史

深入新界東北邊陲的紅花嶺郊野公園，沿着蓮麻
坑郊遊徑拾級而上，就可抵達藏身茂林有百年

歷史的蓮麻坑鉛礦洞。該礦洞曾是香港其中一個具
重要經濟價值的天然礦藏，更是本地規模最大的鉛
礦場，主要出產方鉛礦，以及小量閃鋅礦和銀。

二戰前採礦活動最蓬勃
「政府1925年批出採礦租約，這裏的採礦活動在
1936年至1939年間最為蓬勃，近2,000名工人24小時
日以繼夜開採。」漁護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西北）
陳浩鵬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娓娓述說這個地方那
時的風光。二戰期間，礦場遭日軍佔領，戰後鉛價
跌、天災、工潮等因素，最終於1950年代末停運。
他指出，為讓公眾親身了解礦洞的歷史，漁護署
與土拓署合作活化礦洞成博物館，工程包括鞏固和
防護，其中主岩洞天花以岩釘和灌漿加固，並為結
構不穩的岩柱建造混凝土扶壁，另以仿真岩石覆
蓋，使其融入岩洞的自然環境。
此外，礦洞內外皆加裝岩石絲網，防止鬆散、細碎
的石塊掉落。署方並在礦洞一帶逐步增設各種設施，

包括解說牌、路標、涼亭、長椅等，提升遊覽體驗。

10種蝙蝠曾在礦洞出沒
陳浩鵬指出，礦洞有多個工作層，隧道綿延超過

2,100米，但大部分並不開放，署方已設置圍欄防止
遊客誤闖，以及保護蝙蝠家園，「礦道系統錯綜複
雜、陰暗潮濕，正好為蝙蝠提供絕佳生境，已成為蝙
蝠棲息地，於1994年更被列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礦洞至今記錄到10種蝙蝠，佔全港有紀錄的蝙

蝠品種約四成，包括南長翼蝠、大蹄蝠等。」他呼籲
到場參觀的遊客降低聲量，避免用強光照向洞內。
漁護署郊野公園主任（北區）舒博衍表示，由於

紅花嶺郊野公園部分範圍屬昔日的邊境禁區，生態較
少受干擾，孕育的物種繁多，例如可見於高地草原的
大草鶯，以及紅杜鵑、吊鐘花等。公園蘊涵豐富生物
多樣性和人文歷史元素，是北部都會區藍綠康樂旅遊
生態圈的重要部分，漁護署正與旅遊事務署攜手，在
「設計#香港地」沙頭角活動加以推廣。

漁護署與深圳市優化生態廊道

另外，紅花嶺與深圳梧桐山一脈相連，形成連接
兩地的生態廊道。漁護署與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共同制訂優化梧桐山─紅花嶺生態廊道的聯合工作方
案，並於去年8月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初步計劃包括
設立生態資料交換平台、開展兩地生物多樣性監測、
移除入侵物種、研究為動物改良生態連通性，以及交
流自然教育方面的經驗等，促進兩地生態融合。

▲陳浩鵬表示，蓮麻坑鉛礦洞是香港其中一個具重要經濟價值的
天然礦藏，曾是本地規模最大的鉛礦場，主要出產方鉛礦，以及
小量閃鋅礦和銀。

▶礦洞早年荒廢後，成為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蝙蝠棲息地。為保
護蝙蝠的家園，洞內部分位置設有圍欄，不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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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漢豪指首批試點工程專業的職稱評價順利完
成，是有開創意義的里程碑。 甯漢豪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民政事務總署在新的一年繼續加強服
務市民的工作。該署昨日（5日）在社交平台上發文稱，
在2025年第一個周末，多區的關愛隊一如既往齊出動，
透過不同的活動關心及服務市民，繼續做到事事「關」
心，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梁宏正也聯同多區的民
政專員出席了相關活動。
帖文稱，1月4日，梁宏正聯同沙田關愛隊（利安小
區）、香港城市大學教職員學生及一眾義工在烏溪沙渡
頭灣海灘進行沙灘清潔活動。當天下午，梁宏正再到北
角港運城大廈附近由丹拿關愛隊設立的流動街站，與關
愛隊成員及義工派發接種宣傳新冠疫苗預約服務宣傳單
張，同時呼籲居民參與關愛隊將舉行的舊衣回收活動。
而在5日早上，梁宏正在黃大仙上邨與龍上關愛隊成員
和義工宣傳關愛隊服務，派發關愛隊宣傳單張，介紹關
愛隊的工作，以及與長者相關的資訊。街坊們都趁機同
關愛隊交流他們的生活情況和需要。隨後，到達大埔與
大埔運頭塘關愛隊聯乘大埔青年網絡單車義工團進行新

春長者送暖大行動，在運頭塘邨探訪長者，單車義工隊
收集飲品和點心連同迷你低糖年糕、梳打餅和長壽麵等
等一齊送去運頭塘邨。

民政事務總署：新一年關愛隊續服務街坊

●民政事務總署在新的一年繼續加強服務市民的工作。
民政署關愛隊Fb圖片

油尖旺區佐敦
西關愛隊自成立
以來一直致力支
援政府的地區工
作、加強地區聯

繫網絡、舉辦不同社區活動，並在地區發生突發和緊急
事故時提供緊急支援。
2024年9月3日下午約5時半，佐敦文匯街與文成街交

界近文景樓對出路面，突然有大量泥水湧出，噴出的泥
水柱有約兩層樓高。事發地點附近的住宅樓宇低層單位
及停泊的車輛均受到影響，有車輛的玻璃窗爆裂，亦有
樓宇的窗戶和冷氣機等私人財物受損。我們得悉事故
後，立即通知附近居民並聯絡各相關政府部門跟進。其
間，我們留意到泥水濺至某低層單位內，我們隨即透過
地區網絡聯絡並通知相關住戶關閉窗戶，減低影響。
翌日，我們到訪受泥水倒灌影響的商舖並協助清潔，
又與水務署署長黃恩諾、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及
油尖旺區議員陳少棠一起到爆水管的位置視察，以及探
訪受影響的住戶和車主。當中一名傷健人士的私家車事
發時停泊在靠近水管破裂的位置，導致其車輛的玻璃窗

嚴重碎裂，車輛內部亦被泥水所淹浸。我們積極協助包
括該名車主在內的五個個案申請賠償，並密切跟進情
況。

獨居長者求援 獲家訪感安慰
此外，為了解小區居民需要以協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

各種困難，佐敦西關愛隊亦積極進入社區，探訪區內長
者和有需要人士。有一位獨居長者從宣傳單張上取得關
愛隊的電話後便主動聯絡了我們。該名長者平時亦少與
親友來往，生活上大小事務都要靠自己一力承擔。又因
患有弱視的緣故，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難，如看不清電器
的按鍵或難以操作電飯煲等。我們家訪時為該名長者在
其常用的電器按鍵上貼上顯眼的標籤，以及協助他解決
生活上的其他困難，令他感到十分安慰。
佐敦西關愛隊專注提升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持續關

心和協助有需要的居民。我們期望透過促進社區和諧與
互助，營造一個充滿關懷和正能量的社區，讓每位居民
都可以感受到一分溫暖。

●佐敦西關愛隊隊長 呂漢輝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爆管噴泥水兩層樓高 關愛隊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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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區重
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強調，重建步伐追
不上樓宇老化速度，單靠重建應對樓宇
老化並不可行，重建發展與樓宇復修均
是市建局核心業務，必須雙軌並行，團
隊因此與媒體合作，推出一連15集的電
視特輯，加深業主對樓宇維修保養的意
識和認知，以延長樓宇壽命，減輕重建
壓力，讓局方集中資源處理舊區嚴重失
修殘破的樓宇。
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電視特輯

以「舊區更新：業主齊心 修『新』滿
分」命名，顯示無論新樓或舊樓業主，
均要有保養樓宇意識及責任。15集的電
視特輯由每集兩分鐘單元故事組成，透
過一對新婚夫婦首次置業及成為新手業
主後參與樓宇管理的經驗，以第一身角
度帶出樓宇保養維修角色和責任、講解
大廈公契規定、樓宇質素與物業價值關
係、實行「預防性維修」好處和方法，
以及市建局的支援等。

帶出「建好就修」概念和執行方案
他表示，市建局在自行發展的住宅項目
試行「預防性維修」計劃，當中煥然壹居
及煥然懿居第一和第二座入伙以來，在
業主每月繳交管理費中調撥2%至3% 款
額作儲備，應付日後大型維修費用，兩

個屋苑並制訂10年維修保養計劃及建議
供款方案。因此，電視特輯製作團隊亦
以煥然懿居作故事場景，帶出「建好就
修」概念和執行方案。團隊亦以煥然懿居
商場內的樓宇復修資源中心作場景，介紹
中心提供的服務、資訊和支援。他與樓宇
復修部同事亦參與拍攝，講解樓宇保養理
念等。
特輯除一連三星期逢周一至周五在無
綫電視播放外，15集內容亦上載至市建
局的YouTube頻道，讓愛在網上瀏覽影
片的年輕人接收相關資訊。同時，巿建
局配合集劇設計線上問答遊戲，本月14
日、21日及27日分三輪在市建局社交平
台專頁URAmity 推出，增加觀眾參與
度，加深他們對樓宇維修及預防性維修
知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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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志成（右）參與電視特輯的演出。
韋志成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發
展局與廣東省相關部門成功商討在2021年開始
實施「備案制度」，讓香港建築及工程業界的企
業和專業人士取得內地相應資格，便利他們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直接提供服務。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表示，首批逾200名香港工程師早前通過大灣區
工程專業職稱評價，取得內地相應工程專業的職
稱資格，形容是重大突破，局方並已和內地相關
部門協商，將職稱評價機制常態化，並擴展到測
量、建築等更多建造業相關專業。

發展局研評價機制常態化
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發展局致力推動

香港建築及工程業界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相關措施便包括實施大灣區備案制度。發

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梁瀚雲介紹，該
制度容許香港特區政府兩份名冊即「建築及有
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和「工程及有關顧問
公司遴選委員會」內的顧問公司，以及本地相
關專業註冊管理局註冊的專業人士，透過向內
地部門提交文件登記備案，以取得內地相應資
格，於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和執業。

首批試點工程專業涵蓋5專業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劉俊傑解釋，職稱

是內地獨有專業資格評價制度，以評定專業人士
技術水平及其資歷等級的重要標誌，由於兩地體
制不同，香港專業人士過去難申請內地職稱，故
發展局與廣東省人社廳合作，成功制訂適用於香
港工程專業人才的內地職稱評審機制，讓香港建

造業專業人士的專業水平、資歷和能力獲國家評
級和認可，首批試點工程專業涵蓋5個專業，包
括土木建築、岩土、測控儀器、公路和電機。

在發展局、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與內地相關
部門通力合作下，近日逾200位來自公營機
構、顧問公司和承建商的香港工程師，通過大
灣區工程專業職稱評價，取得內地相應工程專
業職稱資格，涵蓋職稱等級包括正高級工程
師、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和助理工程師，為他
們在內地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甯漢豪表示，試點職稱評價順利完成，是有

開創意義的里程碑，標誌着香港專業人士融入
內地職稱評價系統邁出關鍵一步，並體現國家
對香港專業人士的支持和關愛。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馬紹祥則表示，除了職

稱，香港與內地專業學會會員資格互認同樣重
要，粵港兩地工程師學會已簽署多份資格互認
協議，促進大灣區工程人才互聯互通。

首批逾200港工程師獲內地職稱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