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區區議會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報告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 

 

(一 )  地政總署建議移除位於般咸道香港大學鄧志昂樓前兩株大樹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9/2018 號 ) 

 

地政總署代表簡介兩株榕樹的位置、傾斜度及健康狀況。該兩株榕樹位於般

咸道香港大學鄧志昂樓斜坡入口牌坊兩旁，樹藝師於 2017 年 12 月的風險評

估報告指出兩樹的健康及結構問題並無改善，兩樹樹幹向般咸道傾斜情況持

續，兩樹整棵倒塌的可能性被評為高，有緊急及明顯的風險；而經過地政總

署探討不同保留樹木的方法後依然未有適合的方案 ,因此署方諮詢了發展局樹

木管理辦事處的意見後，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建議盡快移除事涉兩株榕樹

以保障公眾安全。  

 

禮賢閣及興漢大廈代表認為考慮到市民的生命安全，政府應移除有危險的樹

木。多名委員認為署方應考慮所有可行方法保育樹木，但同意市民的生命安

全最為重要。數名委員認為議員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判斷，故樹木是否需要

移除需由政府決定。  

 

經討論及投票後，下列動議獲得通過：  

 

「強烈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增加技術支援，做好公眾樹木保護及古蹟保育的

工作；並提供資訊及技術支援予業主立案法團及業主，做好樹木保護及古

蹟保育工作。」  

 

(二 )  發展局漠視樹木保育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6/2018 號 ) 

 

多名委員要求政府增撥資源護養樹木、加強對古樹的保育及加強巡查樹木。

有委員關注風雨季會發生樹木倒塌意外及樹木辦如何監管承辦商的服務質

素。有委員認為樹木辦有需要全面檢討現時制度及成效。數名委員分別希望

樹木辦提供更多資訊予公眾、定期提交中西區樹木報告、就護養樹木訂立一

致準則，及為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支援。委員會同意會後去信發展局局長，要

求增撥資源保育中西區的樹木。  

 

樹木辦的代表簡述樹木辦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的職能，並指出所有樹木

管理部門均會遵從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護養樹木。各部門會通過內

部人員或合資格的園藝及樹藝承辦商管理樹木。樹木辦會為業主立案法團舉

辦樹木管理講座、向物業管理人員講解樹木風險及注事意項，並將邀請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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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參加樹木管理訓練課程。政府對訂立樹木法持審慎開放的態度，並

指出城市林務諮詢小組認為政府改善現有機制及加強宣傳教育會取得更高成

效。此外，樹木辦及各個部門現正優化風險評估的流程及準則，亦會檢視如

何將樹木資訊更公開予公眾及議員參考。  

 

建築署代表指出署方轄下樹木管理承辦商合共有超過 100 位擁有專業資格及

受專業訓練的人員，而負責管理建築物的部門亦會協助署方管理建築物附近

斜坡的樹木。署方已再檢討可否擴大前瞻性的工作到古樹及石牆樹以外生長

成熟樹木，未來數年亦會進行風險以外的前瞻性工作。  

 

(三 )  公眾龕位訂立可續期的編配安排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7/2018 號 ) 

 

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代表向委員會簡介文件，局方計劃為公眾龕位訂立可續

期的編配安排：申請人獲編配龕位後，最初的使用期為 20 年，期滿後可每 10

年續期一次，每次續期須繳付指定費用；政府經多次嘗試仍未能與獲編配龕

位的人士或其提名的代表聯絡，有關先人的骨灰會以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署長認為合適的方法處置。  

 

多名委員關注政府如何聯絡市民續期，亦有數名委員建議政府將未有續期龕

位內的骨灰另覓地點暫時存放。數名委員認為新安排收費會加重市民負擔，

並關注新措施會與市民傳統觀念產生衝突，希望政府循序漸進加強教育工

作。數名委員建議政府提供誘因，鼓勵市民採用綠色殯葬，從而長遠減低社

會對龕位的需求；並加強宣傳放寬龕位安放骨灰上限的措施，善用龕位資源。 

 

(四 )  改善公衆地方清潔及市容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8/2018 號 )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代表向委員會報告處方就改善公衆地方清潔及市容進行的

工作，指地區主導行動計劃針對區內衞生黑點加強清潔服務，近八成受訪區

內居民對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成效感到滿意；處方每兩個月會透過地區管理

委員會會議，統籌部門處理超過 75 項地區問題。  

 

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簡介署方就改善公衆地方清潔及市容工作的七大範疇：

加強清潔衞生黑點、改善公眾垃圾收集站衞生情況、加強清理其他地方、防

治蟲鼠、打擊亂拋垃圾、打擊店舖阻街和打擊非法餵飼野鳥及野豬。  

 

路政署代表介紹署方清洗區內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和為鄰近港鐵站的路燈

進行美化工程的工作。  

 

多名委員對食環署的工作表示肯定，希望部門加強執法，檢控亂拋垃圾、非

法餵飼野鴿野豬、容許寵物隨處便溺的人士。此外，多名委員希望食環署加

強監管外判承辦商的表現，並檢視外判制度。數名委員希望有關部門加快處

理街上建築廢料的速度。  

 

 



(五 )  關注扶手電梯使用安全事宜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0/2018 號 ) 

 

數名委員關注正街扶手電梯發生玻璃爆裂意外，對市民構成危險，希望部門

加強監察正街扶手電梯的使用情況。委員會希望部門於正街扶手電梯加裝閉

路電視系統。另外，數名委員關注正街扶手電梯故障率，希望了解原因和預

防措施。有個別委員希望部門加強監察扶手電梯物料質量，建議以較安全的

物料代替玻璃。  

 

機電工程署代表回應，指署方已於五月初為正街共五條扶手電梯的玻璃內壁

貼上透明保護膜片，減少玻璃爆裂時對乘客造成的傷害；正街扶手電梯現時

的閉路電視系統作用為監察扶手電梯附近的樓梯機。針對正街扶手電梯玻璃

爆裂主要由外來因素引致，署方早前與路政署及運輸署合作，於扶手電梯前

安裝矮柱，減低手推車進入扶手電梯範圍的機會。至於扶手電梯物料質量方

面，現時本港扶手電梯兩旁的物料均需符合機電工程署實務守則的規定。  

 

(六 )  關注干德道 62 號野豬出沒問題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1/2018 號 ) 

野豬出現，導成山泥傾瀉 ?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1/2018 號附件 ) 

 

多名委員關注碧珊徑斜坡的樹木一旦倒塌會危及途人安全。有委員關注漁農

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於野豬出沒黑點安裝閉路電視的進展及豬野覓食引致的

環境衞生問題，並希望知悉港島及中西區的野豬數目及出沒範圍、署方檢控

非法餵飼野豬的數字、及為野豬進行絕育手術計劃的詳情。另外，有委員希

望知悉署方現時政策對比過往做法的成效及未來的行動計劃。  

 

漁護署代表回應，表示人類餵飼是令野生動物於市區出沒情況惡化的最根本

原因，署方亦針對野豬出沒問題，進行野豬捕捉及避孕行動；並於餵飼黑點

設置紅外線相機，派員接觸餵飼人士。此外，漁護署代表表示碧珊徑的斜坡

屬建築署管轄，而漁護署及水務署代表均表示會為管轄範圍內的斜坡進行定

期巡查及維修。委員會同意會後去信建築署，要求就盡快修補碧珊徑的斜坡，

以防止雨季時因山泥傾瀉發生意外，確保市民安全。  

 

(七 )  關注上環街道爆水喉情況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2/2018 號 ) 

關注第三街與水街交界地底水喉爆裂後 5 日仍未維修妥當一事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2/2018 號附件 ) 

 

個別委員關注上環街道水管爆裂問題，詢問部門會否為該區三處曾爆裂的水

管進行更換及修復。亦有個別委員關注第三街及水街水管爆裂問題，希望部

門向委員會提供第三街與水街交界過往五年水管爆裂的日期及相關數據，並

詢問部門有何措施防止該處再發生水管爆裂事件。  

 

水務署代表回應，指委員所指的三處爆水喉地點未有進行水管更換工程，但

署方已為水坑口街沿途發生較多爆裂及漏水事件的水管作出更換。另外，署



方將整理資料，於會後向委員會提供第三街與水街交界過往五年水管爆裂的

日期及相關數據。  

 

 (八 )  中西區招牌監管問題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3/2018 號 ) 

 

個別委員關注署方於區內執行違例招牌清拆令的成功率為何，並建議署方推

展招牌登記制度；亦有個別委員希望署方加快處理招牌申請的速度。  

 

屋宇署代表回應，指署方一般以發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的做法處理危

險或棄置招牌及以發出清拆令的做法處理違例招牌，署方將於會後補充署方

於中西區執行違例招牌清拆令的數字及其成效。署方暫時未有計劃推展招牌

登記制度，但自 2015 年起，每年均會進行大規模行動，就違例招牌發出清拆

令及就棄置或危險招牌發出「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亦會就市面上一些嚴重

違規的大型招牌，向法庭申請發出優先拆卸令。  

 

 (九 )  關注區內郊野公園及行山徑路邊垃圾問題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4/2018 號 ) 

 

委員會關注郊野公園垃圾問題。個別委員認為郊野公園亂拋垃圾的檢控數字

偏低，希望了解原因；亦有個別委員建議署方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讓

外地遊客了解「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背後的概念，並考慮於黑點加裝具錄影

功能的閉路電視。  

 

漁護署代表回應，指署方定期派員於行山徑及轄下場地巡邏，如發現有垃圾

被棄置在路邊，會即時進行清理，並會就亂拋垃圾的行為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署方一直透過拍攝宣傳短片、舉辦展覽和攤位遊戲等，教育香港市民「自

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概念；在實施「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計劃後，未有發

現行山徑出現亂拋垃圾上升的趨勢，在有需要時也會考慮議員就加裝閉路電

視的建議。  

 

 (十 )  要求政府推廣摩囉街 (Cat Street)為旅遊景點  

(中西區環工會文件第 35/2018 號 ) 

 

委員會關注政府推廣摩囉街的工作。摩囉街商戶代表希望政府容許店舖於門

前擺放特色商品，推廣摩囉街為香港獨有的文化街道。個別委員希望食環署

容許店舖於門外約五呎範圍內擺賣，並希望旅發局於「舊城中環」網上地圖

加入摩囉上街。另外，有個別委員建議旅發局舉辦導賞團，並為摩囉街設計

特色裝置，多作宣傳。  

 

食環署代表回應，指就酌情容許範圍的建議，署方需考慮多項因素，並與各

持分者和區議會作充分溝通。旅發局代表回應，指旅發局恆常經網站和宣傳

小冊子等途徑，進行推廣工作。另外，自局方推出「舊城中環」，坊間有不少

旅行社陸續組織導賞團帶領遊客參與。「舊城中環」為持續進行的項目，局方

會分階段推廣整區包括摩囉上街。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