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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議會  

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二零 零八年 度第五次會議記錄  

 
日期  :  二零 零八年十一月六日 (星期四 )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  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職  銜  
方玉輝先生 (主席 )  區議會議員  
黃澤標先生 (副主席 )   ”  
韋國洪先生 , S B S , J P  區議會主席  
彭長緯先生 , B B S , J P  區議會副主席  
陳國添先生 , M H  
陳盧燕冰女士 , M H  

區議會議員  

 ”  
陳敏娟女士   ”  
鄭楚光先生  
鄭則文先生  

 ”  
 ”  

何厚祥先生 , M H   ”  
何國華先生   ”  
簡松年先生 , B B S , J P   ”  
林松茵女士   ”  
林康華先生 , M H  
劉偉倫先生  

 ”  
 ”  

羅光強先生   ”  
李錦明先生   ”  
梁志堅先生 , M H   ”  
梁家輝先生   ”  
莫錦貴先生  ”  
龐愛蘭 女士  ”  
潘國山先生   ”  
葛珮帆博士   ”  



 

 (  二  )

出席者  
鄧永昌先生  
衛慶祥先生  
黃戊娣女士 , M H , J P  

職  銜  
區議會議員  

”  
”  

胡永權先生  ”  
楊文銳先生  ”  
姚嘉俊先生  ”  
余倩雯女士  ”  
袁貴才先生  
陳錦良博士  

”  
增選委員  

張程滔先生  ”  
何樹忠先生  ”  
李志麒先生 , M H  ”  
梁振邦先生  ”  
黃河清先生  ”  
黃宇翰先生  ”  
陸煒昌先生 (秘書 )  沙田民政事務處行政助理 (區議會 ) 2  

 
列席者  職  銜  
黎志華先生 , J P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徐浩光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北 )  4  
梁漢新先生  房屋署副房屋事務經理 /物業管理 (隆亨邨 )  
傅昌源先生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2  
張慶昌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衞生總督察  

 
應邀出席者  職  銜  
林廣明先生  食物環境衛生署高級總監 (小販及街市 )   
黎家傑先生  
曾超賢醫生  
李嘉瑩醫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衞生總督察  
生署高級醫生 (社區聯絡 )  
生署醫生 (社區聯絡 )  

  
未克出席者  職  銜   
盧偉國博士  區議會議員  (往國內公幹 )  
梁志偉先生   ”  (離港公幹 )  



 

 (  三  )

 
未克出席者  職  銜   
楊倩紅女士  區議會議員  (出席領匯的會議 )  

蔡亞仲先生          ”  (離港探親 )  

容溟舟先生  ”  (處理區內事務 )  
楊祥利先生  
李日雄先生         

”  
增選委員  

(出席領匯的會議 )  
(未有請假 )  

 
   負責人  

 委員請假申請  

  
  主 席 表 示 ， 秘 書 處 收 到 以 下 六 名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盧偉國博士  往國內公幹  

  梁志偉先生  離港公幹  

  楊倩紅女士  出席領匯的會議  

  蔡亞仲先生  離港探親  

  容溟舟先生  處理區內事務  

  楊祥利先生  出席領匯的會議  

     
 2 .  委員通過上述請假申請。  

   
 通過二零 零八年九月四日的會議記錄  

(會議記錄 H E  4 / 2 0 0 8 )  

  
 3 .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錄。  

  
續議事項  

 
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就上次會議討論事項的回應  
(文件 H E  5 3 / 2 0 0 8 )  

 
4 .  委員知悉上述資料文件。  

 



 

 (  四  )

   負責人  

 
 討論事項  

  
 小販發牌政策檢討  

(文件 H E  5 4 / 2 0 0 8 )  

  
 5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高 級 總 監 (小 販 及 街 市 )  林 廣 明 先

生簡介文件。  

  
(鄭則文先生、羅光強先生、梁家輝先生、莫錦貴先生此

時到達。 )  

 
 6 .  葛珮帆博士表示，小販發牌制度應以易於管理和不  
影響市容為原則，並充分諮詢當區的區議員及居民。  

 
7 .  李 錦 明 先 生 關 注 牌 照 查 核 人 員 如 何 確 定 攤 檔 是 由

直系親屬轉讓繼承。  

 
8 .  簡松年先生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支持發放小販牌照，以給予市民更多就業選擇，但

他認為“流動小販＂必須為“流動＂，並質疑排頭

村外由三輛手推車組成的固定檔口，未符合“流動

小販＂的定義。他建議限制流動小販的攤檔面積及

營業方式，以達致“流動＂的效果；以及  

 
( b )  支持設立 露天市集，解決流動小販問題。他建議由

食物環境生署建議地點，再交由區議會討論。並

可考慮成立由區議員、食環署人員及地區人士組成

的專責小組作出跟進。  

 
(劉偉倫先生、衛慶祥先生此時到達。 )  

 
9 .  潘國山先生的意見綜合如下：  

 



 

 (  五  )

   負責人  
( a )  認為有關檢討有助香港的營商模式多元化，避免由
大型超級市場壟斷，但小販的經營年期、地點及貨

品種類應加強規管；以及  

 
( b )  全港的“流動小販＂數目共 5 9 0 個，他詢問屬於其
他類別的 5 4 1 個可否按售賣貨品類別細分及署方有

何規管。他亦查詢沙田區的固定小販數目，以及署

方會否鼓勵小販以流動性質經營。  

 
1 0 .  袁貴才先生 關注售賣乾濕貨小販的糾紛問題，並詢
問 該 類 小 販 在 區 內 獲 准 擺 賣 的 地 點數目、自願交還牌照

計劃的進度和小販“流動性＂不足問題。  

 
(姚嘉俊先生此時到達。 )  

 
1 1 .  黃宇翰先生指出有小販利用貨車售賣水果，並關注

流動小販的攤檔面積、經營器具及貨品種類有否受規管。 

 
1 2 .  羅光強先生表示小販發牌制度應與時並進，並指錦

英 路 有 售 賣 水 果 的 老 婦 阻 街 ， 但 署 方 未 有 採 取 執 法 行

動，反映署方監管不 力。  

 
(陳敏娟女士此時到達。 )  

 
1 3 .  鄭 則 文 先 生 認 為 小 販 造 成 衞 生 及 噪 音 問 題 ， 建 議 有
關 當 局 加 強 監 管 及 加 重 罰 則 ， 並 吊 銷 屢次違規小販的牌

照。  

  
1 4 .  衛慶祥先生質疑“流動小販＂的定義，他指出在沙

田 街 市 外 及 沙 田 廣 場 附 近 的 廢 物回收、慈善義賣、信用

卡 及 電 訊 服 務 等 推 廣 活 動 長 期 進 行 ， 由 於 署 方 監 管 不

力，直接影響該區商戶及商販營運。  

 
1 5 .  梁 振 邦 先 生 贊 同 衛 慶 祥 先 生 的 意 見，指出小販發牌

政策忽略 了廢物回收等買賣活動。  



 

 (  六  )

   負責人  

 
1 6 .  黃 澤 標 先 生 擔 心 區 議 會 就 發 牌 政 策 提 供 意 見 ， 可 能

會 造 成 利 益 衝 突 及 不 公 平 情 況 。 對 於 新 簽 發 牌 照 的 續 期

問題，他詢問數 年後有關檔主會否獲續期。  

 
 1 7 .  林廣明先生的回應綜合如下：  

 
( a )  感謝議員普遍支持有關檢討，署方在聽取各區議會
及業界意見後，將制定全面而有效的規管政策，再

提交立法會審批；  

 
( b )  署方定期檢查小販攤檔，持牌人可委任助手協助經
營生意，但持牌人不可以不在場，除非有合理因由

離開，例如用膳、購貨等，限制的目的是打擊非法

轉讓和分租。一旦發現攤檔並非親身經營，署方會

發出警告，如屢勸不改，牌照會被取銷。持牌人每

年須親身前往續牌。  

 
( c )在 現 行 政 策 下 ， 大 排 檔 只 可 轉 讓 給 配 偶 或 由 其 繼

承，署方建議日後會放寬至直系親屬。上述建議並

不適用於房屋署轄下的熟食檔；  

 
( d )  排頭村口的檔口屬“流動小販＂，如有阻街情況，

當局會提出檢控。署方對露天市集持開放態度，在

聽取各方意見後，再向立法會匯報；  

 
( e )  流動小販可售賣物品的上限為四類，但不能同時售

賣食物和非食物。乾熟貨小販的擺賣地點主要在大

圍。新界簽發的小販牌照不能在市區擺賣，現存新

界區流動小販有 2 5 5 個。經營模式並無限制，只要
求流動及不阻街。署方亦不會寬容處理個別小販；  

 
( f )  廢物回收活動為街道管理問題，多個政府部門可根

據其權責採取行動，但署方經常會與地政處及警方

等部門合作處理，以收更佳效果，在對付廣告易 拉



 

 (  七  )

   負責人  
架的問題，署方在灣仔和油尖旺區已展開新的加強

管理試驗計劃；以及  

 
( g )  區議會主要提供意見給食環署參考，不會有利益衝

突。署方無意再發新的報紙檔牌照，一般情況下，

建 議 新 發 的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牌 照 亦 只 會 發 給 現 有 的

空置攤位，不會物色新攤位。  

 
(陳國添先生此時離開。 )  

 
 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  

(文件 H E  5 5 / 2 0 0 8 )  

 
1 8 .  衞生署高級醫生 (社區聯絡 )  曾超賢醫生簡介文件。 

 
1 9 .  龐愛蘭 女士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支持“錢跟病人走＂的概念，但認為現時每年只發

出五張 5 0 元的長者醫療券並不足夠。在全港 8 6 萬
名 6 5 歲以上長者當中，三分之二是長期病患者，
醫療開支對他們造成生活負擔，建議調高醫療券金

額及降低享用年齡至 6 5 歲，檢討年期亦應由三年

縮短至一年；以及  

 
( b )  建議把視光師和藥劑師行業納入基層醫療單位。  

 
2 0 .  張程滔先生認同龐愛蘭 女士的意見，並詢問文件所

載的政策是否已落實。他期望署方在聽取區議會的意見

後，可即時作出檢討。此外，他詢問署方會否考慮為中

藥配藥設考牌制度。  

 
2 1 .  鄭楚光先生認為每年 2 5 0 元長者醫療券並不足夠。

他指出隨著香港人口老化，長者的醫療負擔沉重，故建

議每年加至 1 , 0 0 0 元。  

 



 

 (  八  )

   負責人  
(陳盧燕冰女士此時離開。 )  
2 2 .  楊文銳先生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部分長者及參與計劃的中醫師根本不懂上網，對上

網 尋 找 參 與 計 劃 的 醫 護 機 構 地 址 及 登 記 電 話 會 感

到複雜。他詢問可否以郵寄形式或在長者卡上加入

有關資料及派發海報給地區團體、議員辦事處、社

署轄下中心及老人中心等場所，擴闊發放資訊的層

面；以及  
 

( b )  署 方 需 考 慮 網 頁 字 體 是 否 適 合 長 者 及 使 用 系 統 的
安全問題。  

 
2 3 .  潘國山先生認為領取生果金 年齡已劃一為 6 5 歲，為
何長者醫療券的年齡定為 7 0 歲。他指出現時的長者醫療

券只有 2 5 0 元，不足以繳付一次身體檢查的費用。他亦

關注服務機構的監管問題。  
 
2 4 .  姚嘉俊先生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署方忽略 了長者對電子處理方法的適應力，擔心會

重演電話門診預約的混亂情況；  
 

( b )  在推廣計劃方面，政府主要依靠地區團體、議員辦
事處及安老院舍等協助，但沒有提供資源，建議社

署及衞生署等成立專責部門處理及跟進；以及  
 

( c )  詢問提供服務的機構數目及分布情況。他建議調高

長者醫療券金額、降低享用年齡至 6 5 歲及通用期
為三年。  

 
2 5 .  黃戊娣女士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有關政策能紓緩公營醫療的壓力，但 5 0 元的資助
根本不能吸引長者到私家診所求診，他們只會繼續

輪候政府的門診服務；  

 



 

 (  九  )

   負責人  
( b )  建議調高金額至 1 , 0 0 0 元及降低享用年齡至 6 5 歲，
並將三年的檢討期縮短至一年；  

 
( c )  中醫的診金和藥物一般分開收費，每次求診有可能

不足 5 0 元，以致未能使用一張 5 0 元的醫療券；以

及  

 
( d )  她詢問已登記的醫護團體數目，並指出不少長者沒

有使用電腦的習慣，也不會前往老人中心，未能享

用有關服務。她建議在長者醫療卡蓋印，方便長者

自行查核使用量。  

 
(何國華先生此時離開。 )  

 
2 6 .  何厚祥先生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該計劃涉及不少公帑，但沒有服務定價規限，擔心

有服務提供者會乘機謀得不當的利益；  

 
( b )  建議利用電腦平台技術為合資格長者預設戶口，並

容許全部已註冊的醫療機構提供服務，無須辦理登

記手續；以及  

 
( c )  建議以八達通繳款，方便扣數及查數，確保服務不

會被濫用。他亦擔心三年後才進行評估，服務會否

中斷。  

 
(鄭則文先生、楊文銳先生此時離開。 )  

 
2 7 .  葛珮帆博士的意見綜合如下：  

 
( a )  讚同政府推動私營基層醫療服務，並詢問中藥醫療

是否包括跌打推拿、身體檢查和驗血；  

 
( b )  每張醫療券面值為 5 0 元，但每次求診未必是 5 0 元



 

 (  十  )

   負責人  
的倍數，因此她贊同何厚祥先生的建議，預設戶口

及採用扣錢不扣券方式；  

 
( c )  上網查核醫療券餘額是否需要輸入密碼，她擔心有

關 安 全 問 題 及 認 為 要 求 長 者 使 用 互 聯 網 是 忽 略 了

用家的能力，如必須推行，建議先找長者試用；以

及  

 
( d )  建議調高醫療券金額至 1 , 0 0 0 元及降低享用年齡至

6 5 歲，以及把三年的檢討期限縮短至一年。  

 
2 8 .  簡松年先生贊同何厚祥先生的構思，認為“長者醫

療 補 助 計 劃 ＂ 無 須 以 醫 療 劵 的 形 式 推 行。他建議兩 年後

作 出 檢 討 ， 並 反 對 登 記 計 劃 ， 擔心跟進長者病況的醫生

並非計劃的登記醫生。  

 
2 9 .  黃 澤 標 先 生 贊 同 何 厚 祥 先 生 以 八 達 通 扣 數的建議，

並 認 為 計 劃 可 紓 緩 公 營 醫 院 的 醫 療壓力。他詢問求診時

的 病 症 如 超 過 一 種 ， 是 否 只 計 算 一 次 診 金，以及醫療劵

是否每次只可使用一張。  

 
(莫錦貴先生此時離開。 )  

 
3 0 .  曾超賢醫生的回應綜合如下：  

 
( a )  對 於 議 員 指 長 者 醫 療 券 金 額 不 足 及 要 求 降 低 享 用

年齡至 6 5 歲，他指出這是試驗計劃，而 7 0 歲以上
的長者有 6 0 萬人，是次計劃金額定為 2 5 0 元是用
作試點，三年後會再作檢討；  

 
( b )  針對長者不懂上網的問題，署方已在不同的社福機

構 及 安 老 院 舍 舉 行 簡 介 會 ， 希 望 他 們 協 助 推 行 計

劃，處理長者使用電腦。中醫可以郵寄方式申請成

為服務提供者，無須在網上登記，亦可使用音頻電

話扣除長者券；  



 

 (  十 一  )

   負責人  

 
( c )  計劃包括的九類醫護人士均已註冊，受職業操守規

範。除了必須輸入長者身份證號碼，查核是否年滿

7 0 歲外，長者亦要簽定同意書，確定已扣除的醫療

券數目，署方亦會抽樣檢查同意書；  

 
( d )  署 方 已 為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設 立 辦 公 室 及 查 詢

電話。在開設戶口及扣券的過程中，長者可無須使

用電腦。每次看醫生後，均有記錄表發還給服務使

用者，無須上網查閱；  

 
( e )  單是配藥不可使用醫療券，若 連同醫生診症在內則

可。驗血、牙醫和身體檢查均可使用長者醫療券，

但只適用於私營醫療機構。對於每次診症收費未必

是 5 0 元的倍數，他指出長者可使用一張醫療券，

再支付差額。有關中藥收費不足 5 0 元的問題，他
會向署方反映；  

 
( f )  他 會 向 署 方 反 映 縮 短 檢 討 年 期 的 建 議 。 署 方 會 在

計 劃 實 施 一 年 後 便 會 作 初 步 檢 討 ， 期 間 不 會 中 止

計劃；以及  

 
( g )  要 求 使 用 服 務 的 長 者 登 記 ， 是 要 防 止 盜 用 他 人 身

分 ， 因 此 不 能 使 用 八 達 通 扣 數 。 服 務 提 供 者 必 須

登 記 ， 以 提 供 銀 行 戶 口 作 匯 款 。 由 於 技 術 問 題 ，

未 能 為 全 民 預 設 戶 口 。 上 網 查 核 醫 療 券 餘 額 需 要

輸 入 身 分 證 號 碼 。 長 者 亦 可 一 次 過 用 盡 五 張 醫 療

券。  

 
臨時動議  

 
葛珮帆博士提出有關長者醫療劵的臨時動議  

 
3 1 .  葛珮帆博士提出以下臨時動議：  
 

“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增 加



 

 (  十 二  )

   負責人  
長者醫療劵至每年 1 , 0 0 0 元，並將享用年齡降至 6 5
歲。＂  

 
梁振邦先生和議。  

 
3 2 .  委員會以 2 4 票贊成，一致通過第 3 0 段的臨時動議。 

 
流感疫苗資助計劃  
(文件 H E  5 6 / 2 0 0 8 )  
 
3 3 .  衞生署醫生 (社區聯絡 )  李嘉瑩醫生簡介文件。  
 
3 4 .  黃 戊 娣 女 士 詢 問 如 醫 生 與 地 區 團 體 合 作 ， 到 團 體 會

址進行注射是否可行。  
 
(簡松年先生此時離開。 )  

 
3 5 .  黃宇翰先生擔心醫生收費差別太大，並查詢會否規
管收費，以及查閱有關資料的詳情。  

 
(劉偉倫先生、羅光強先生、鄧永昌先生、胡永權先生此

時離開。 )  

 
3 6 .  李嘉瑩醫生的回應綜合如下：  

 
( a )  現 時 沒 有 規 管 注 射 場 地 ， 在 安 全 情 況 下 ， 在 幼 稚 園

內 注 射 亦 可 。 是 項 計 劃 是 以 私 家 醫 生 名 義 作 登 記 ，

並 要 求 醫 生 必 須 顧 及 注 射 疫 苗 的 安 全 及 對 接 種 者 解

釋疫苗的效用及反應；以及  

 
( b )  署 方 會 要 求 參 與 計 劃 的 醫 生 在 診 所 內 張 貼 收 費

表，並把收費資料上載網頁。據統計，有一半以上

的醫生在扣減 8 0 元的政府資助額後，實收家長 5 0
至 1 0 0 元。  

 
撥款申請  

  



 

 (  十 三  )

   負責人  

 健康城市及醫療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件 H E  5 7 / 2 0 0 8 )  
3 7 .  委員一致通過是項撥款申請，款額為 4 5 , 4 6 0 元。  

 
環境保護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件 H E  6 2 / 2 0 0 8 )  

 
3 8 .  委員一致通過是項撥款申請，款額為 1 6 0 , 0 0 0 元。  

 
(余倩雯女士此時離開。 )  

 
提問  

 
 楊倩紅議員就公厠厠紙含菌量的提問  

(文件 H E  5 8 / 2 0 0 8 )  

  
 3 9 .  主席表示，楊倩紅議員已向秘書處提交書面請假申
請，並請陳敏娟議員代她提問。  

  
 4 0 .  陳 敏 娟 女 士 表 示 ， 有 報 章 報 導 公 厠 厠 紙 含 菌 量 超

標 ，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回 覆 稱 廁 紙 已在中國通過化驗，符合

國 家 標 準 ， 但 她 質 疑 香 港 有 關 部門未有另作檢驗，欠缺

主動。  

 
4 1 .  潘 國 山 先 生 表 示 ， 部 門 回 覆 指 清 潔 工 人 會 定 時 檢 查
公 厠 內 的 厠 紙 架 及 厠 紙 使 用 情 況 ， 他 詢 問 有 關 檢 查 方

法，並認為食環署有責任監管。  

 
 4 2 .  曾 超 賢 醫 生 回 應 指 出 ， 衞 生 署 一 直 教 育 市 民 不應以

公共毛巾或厠紙接觸眼睛及傷口。  

 
4 3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沙 田 區 衛 生 總 督 察 張 慶 昌 先 生 的回
應綜合如下：  

 
( a )  現 時 香 港 沒 有 就 公 厠 厠 紙 設 定 國 際 的 含 菌 量 標



 

 (  十 四  )

   負責人  
準。署方要求承辦商提供的厠紙必須白色、雙層、

1 0 0 %再生木紙張製造、不少於 6 0 %再生纖維及生產
期間的漂白劑不可含氯。市民正常使用應不會感染

病菌；以及  

 
( b )  監管公厠用紙方面，前線員工會檢驗公用厠紙的潔
淨 和 衞 生 情 況 。 如 品 質 有 問 題 ， 會 要 求 承 辦 商 更

換。署方會在新的公用厠紙承辦商合約內考慮加入

清晰條款的可行性，以保證質量。  

 
4 4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樂事務經理傅昌源先

生 表 示 會 知 會 政 府 物 流 署 多 加 留意有關問題，署方亦會

加強清潔康樂場地的公厠。  

 
 報告事項  

  
 工作小組報告  

(文件 H E  5 9 / 2 0 0 8 )  

  
 4 5 .  委 員 通 過 沙 田 區 清 潔 衞 生 工作小組、環境保護工作
小組及健康城市及醫療工作小組的會議記錄。  

  
4 6 .  龐 愛 蘭 女 士 補 充 ， 中 文 大 學 社 區 診 斷 計 劃 的 初 步 報

告 將 於 本 月 完 成 。 她 又 分 享 先 前往日本考察的經驗，指

出 三 個 可 減 少 8 0 %非 傳 染 病 的 簡 易 方 法 ， 包 括 健 康 飲

食 、 勤 做 運 動 及 不 吸 煙 。 此 外 ， 她 注 意 到 近 年的自殺 率

上升了 4 4 %，認為關顧精神健康同樣重要，並建議根據
這些指引推動健康城市的發展。  

  
 資料文件  

  
開支科 4 (衞生及環境 )的財政狀況和活動進度  
(文件 H E  6 3 / 2 0 0 8 )  

 
4 7 .  委員知悉上述文件。  



 

 (  十 五  )

   負責人  

 
 
食物環境衞生署二零 零八年沙田區滅鼠運動 (深化期 )  
(文件 H E  6 0 / 2 0 0 8 )  

 
4 8 .  委員知悉上述文件。  

 
 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環境衞生服務統計概覽  

(文件 H E  6 1 / 2 0 0 8 )  

  
 4 9 .  委員知悉上述文件。  

 
(龐愛蘭 女士此時離開。 )  

 
5 0 .  衛慶祥先生表示，根據文件 6 0 / 2 0 0 8，二零 零八年五

月 十 三 日 至 八 月 八 日 期 間 ， 食 環 署 進 行 了一連 串滅鼠運

動，撿拾死老鼠數目為 1 1 8 隻，但文件 6 1 / 2 0 0 8 卻指二
零 零八年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毒殺 了 1 1 7 隻老鼠。他

質 疑 三 個 月 的 大 型 行 動 滅 鼠 數 量為何與在兩個月內進行

的日常行動相若。  

  
5 1 .  李 錦 明 先 生 關 注 到 大 圍 蚊 患 嚴 重 ， 乃 沙 田 區 之 冠 ，

希 望 了 解 蚊 患 黑 點 的 滅 蚊 工 作 ，包括滅蚊隊伍的數 量及

區域分布。  

 
5 2 .  葛珮帆博士詢問不同區域或屋的滅蚊工作是否定

期進行。  

 
5 3 .  張慶昌先生的回應綜合如下：  

 
( a )  食環署大型滅鼠行動是集中於區內某幾個黑點，而

例 行 數字則包括整個沙田區。滅鼠數字可能有所偏

差，他會在後會再作查證；以及  

 
(會 後 註 :  張 慶 昌 先 生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五 日 提 交 補



 

 (  十 六  )

   負責人  
充資料，表示文件 6 0 / 2 0 0 8 撿拾死老鼠數目為 1 1 8 隻，
另捕捉活鼠數目為 6 0 隻，即 8 8 天運動期合共 1 7 8 隻。
而文件 6 1 / 2 0 0 8 指毒殺 了 1 1 7 隻老鼠，是包括了活鼠及

死鼠，即 6 1 天運動期合共 1 1 7 隻。 )  

 
( b )  消 滅 蚊 患 滋 生 地 點 的 工 作 包 括 清 理 積 水 及 花 盆 儲

水位。沙田區正積極推行防蚊與滅蚊工作，滅蚊運

動全年推行，一年約分三期，共有十三至十六隊流

動滅蚊隊伍，每天到不同地點，並設有完善的檢察

制度。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5 4 .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零 零九年一月八日 (星期
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舉行。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 T D C  1 3 / 1 5 / 4 0  
 
 
 
 
 
 
二零 零八年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