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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為確
保整個年宵市場運作順暢，食環署負
責的同事不僅需要取消休假，更要以
近乎全天候、隨時候命的工作態度，
投入管理工作中。食環署總監(街市)許
嘉樂形容，「這並不是一份簡單的工
作，尤其是在除夕當晚等人潮高峰
期，食環署的前線及後勤團隊都需付
出異常的努力。」部分住在偏遠地區
的同事更自費入住場地附近的酒店，
方便隨傳隨到。

首重供電穩定 多招防斷電
許嘉樂指出，在年宵市場的運作期間，所有食環署同事

幾乎都需要從早上八九點開始
工作，一直忙到深夜12點甚至
更晚。而即使在正式下班後，
也有不少同事選擇自發留守在
現場，確保一切事務萬無一
失，「有些同事真的是不辭勞
苦，下班後仍然主動留在指揮
中心或現場，隨時準備應對突
發情況。」
除了高強度的工作時間外，
許嘉樂特別提及一些住得偏遠
的同事，為了方便隨時候命，
自掏腰包，在維園對面的酒店
租房，也沒半點怨言，「這些

同事的付出，確保了我們能在高強度
的工作下，迅速應對任何突發情況，
為市民提供一個安全有序的年宵市
場。」
除了人力挑戰，供電問題亦是年宵
市場籌備中的一大考驗。許嘉樂憶起
2017年的一次重大事件：「那年維園
年宵市場曾發生過停電事故，場地陷
入一片漆黑，市民只能用手機電筒照
明來選購年花。」這次事故的起因是
一個電錶房電掣故障，導致部分年宵

攤檔的電力供應暫停，不僅引起市民的不便，檔主更蒙受
巨大經濟損失。「當時不少攤檔的冷藏食品如糕點等全部
報廢，檔主們的不滿聲音也非常大。」許嘉樂坦言，事件
對食環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警示。
「從那次事故後，我們深刻認識到供電穩定的關鍵
性。」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食環署隨後與機電工
程署進行密切合作。「現在引入了更為可靠的承辦商，並
制定多重應變計劃，以確保供電系統的穩定性。」
他強調，「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每個攤檔都能在最佳的條
件下運作，讓市民無論何時到訪年宵市場，都能感受到一
個安全、歡樂的環境。」

蒐未售出年花 捐老人院醫院
為了一年一度的年宵花市，食環署上上下下的同事傾巢而
出，忙到不眠不休，年宵市場的背後其實也有許多溫馨的故
事。「我們每年初一早上都會收集未售出的年花，然後捐贈
給老人院、醫院等機構，讓更多人感受到新年的喜悅。」

Q：全港最平的年宵攤檔在哪？租金是多少？
A：東涌達東路花園和西貢萬宜遊樂場，為期七天的攤檔租金底價僅為380元至450

元。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流較少，規模相對較小，租金明顯較低。

Q：全港最貴的年宵攤檔在哪？最貴的租金是多少？
A：維園年宵的快餐攤檔最為昂貴，紀錄中最高的快餐攤檔租金曾高達82萬元（2017年），今

年快餐攤檔的底價為12萬元，最終成交價最高達18.2萬元。

Q：香港第一個年宵攤檔在哪？
A：最早可以追溯到太平山山腳，即現時中環擺花街一帶攤檔。那時候，市民自發聚集在街頭販

賣年花，是最原始的年宵市場。1957年維多利亞公園啟用後，成為全港最具代表性的年宵
市場，並於1960年首次由市政局主辦，正式成為現代規模的年宵市場。

Q：哪一年的年宵引入快餐？
A：首次引入快餐攤檔是在1978年。這一創新舉措使年宵不再局限於購買年花和應節商品，也成為市民

享受地道小吃和美食的好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洪澤楷）年宵市場過
往一直是港人辦年貨、買年花的重要場所，
但近些年不少港人選擇北上置辦年貨。立法
會議員江玉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不少港人北上置辦年貨以及趁新年假
期外遊，留港消費、拜年的港人或減少，建
議特區政府更積極向內地宣傳香港年宵市
場，打造香港年宵市場的品牌效應。

盼攤位減租 增價格競爭力
江玉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臨近新年，
部分店家反映市道冷清，「我到灣仔區去

看，個別商家反映存貨滯銷，市道較淡
靜。」究其原因，江玉歡認為因深圳消費
體驗提升且價格具競爭力，吸引不少港人
北上置辦年貨，加上部分港人趁新年假期
外遊，導致在港過年的市民有所減少。種
種原因令到香港年宵市場吸引力下降。
為提升年宵市場的吸引力，江玉歡建議
政府適當調低年宵市場的攤位租金，並加
大對年宵市場的宣傳。同時她建議政府加
大打擊冒牌貨的力度，力保香港正品之都
的金漆招牌，令香港能吸引更多內地旅客
來港選購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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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在維園設立年宵指揮中心，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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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總監(街市)許嘉樂透露，署方會派員
檢視攤檔的高度是否合乎標準。

特首出席施政十大事評選頒獎禮致辭
做實事做成事 提升市民幸福感

廣州發布低空經濟發展條例
首次明確飛行事故處置流程

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特別致辭
丁薛祥：歡迎外企分享中國機遇

●維園年宵攤檔的檔主
紛紛進駐維園，緊鑼

密鼓籌備攤位。

香港新春重頭節目年

宵市場即將於本周四（23

日）在全港 15個地點同步開

鑼。負責策劃推出年宵市場的香

港特區政府食環署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獨家專訪，並帶領記

者率先走訪全港最大的維園年

宵市場，直擊會場籌備情況。為迎接

蛇年來臨，維園年宵的布置以蛇為主

題，迎賓牌匾已就位，檔主亦正忙於搭

建棚架。為期7天的全港年宵市場去年有

近200萬人次入場，單是除夕當晚維園

就有20萬人次，食環署料今年天公作

美，人流不遜往年。屆時將引入

實時人流監測系統，以及通過

紅、黃、綠燈號反映擁擠程度，

紅燈生效期間，市民可能要等

一小時才能進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率先直擊維園年宵市場，
甫踏進入口處，迎面而來是一幅由建築署特

別設計的蛇年迎賓牌匾，設計突顯蛇的敏捷形態，並以紅金色為
主調，象徵喜慶與吉祥，料能吸引不少市民停下拍照留念。場
內，工人們正在密鑼緊鼓搭建攤檔的棚架，各種賀年花卉如水
仙、桃花、年桔等已陸續從批發市場運抵，部分檔主甚至已經開
始精心布置攤位。

動員兩千人力 一年前開始籌備
「年宵市場每年的氣氛都非常熱鬧，但其實籌備過程並不簡單。」食環署總監
(街市)許嘉樂對香港文匯報坦言，「從場地選址、規劃設施到跨部門協調，每一環
節都需要細緻考慮，尤其是像維園這樣的大型場地，規模和挑戰更是前所未
有。」他表示，年宵市場一直是市民迎接新歲的重點節目，看似簡單的花市背
後，是需要食環署協調多個政府部門合作打造的一項大型工程。單是食環署已投
入多達1,500至2,000人手，幾乎動員了署內五分之一的人力。
為舉辦一連7天的年宵花市，許嘉樂透露，籌備工作早在一年之前已啟動。
「我們一般在前一年的1月或2月，就開始規劃翌年的年宵市場。」他續指，「我
們需要檢討對上一年年宵市場的運作及評估每個場地的適用性，確保上年遇到的
問題不會再發生，以及不會與其他社區活動衝突。像今年黃大仙的年宵市場，因
為摩士公園需要進行場地維修，所以改到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紅燈生效期間 入場或等一小時
若要數當中最大的挑戰，非人潮管理莫屬，尤其是年三十晚等高峰時段，「去

年，整個年宵市場的總入場人次接近200萬，單是年三十晚就超過20萬人次湧入
維園。」為了有效管理，署方設置控制中心密切監察場內情況，並引入實時人流
監測系統。「我們在場地入口安裝了感測器，能夠準確計
算進出場的人數，並通過紅、黃、綠三種燈號來顯示場內
的擁擠程度。」他補充說，當人流較多時，署方會採取人
流管制，紅燈生效時，市民或要等一小時，「市民還可以
透過食環署網頁查看這些資訊，計劃合適的時間入場。」
人流以外，天氣亦是年宵市場籌備過程中的一大挑戰，
許嘉樂表示，「人流管理和天氣是我們面對的兩大不確定
因素。像早兩年，年三十晚下大雨，對攤檔的搭建和貨物
的運輸造成了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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