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113/13 號  

(供 2013 年 11 月 14 日第 12 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食物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文

簡稱「食環會」 )在 2013 年 9 月 26 日第 11 次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  

續議事項－關注九龍城道雜物阻塞通道及影響環境衞生問題 (處理九龍城道

商鋪伸延問題聯合行動的報告 ) 

2.  食環會上次會議討論文件「關注九龍城道雜物阻塞通道及影響環境衞

生問題」，委員要求把議題列作續議事項跟進，並請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下文

簡稱「民政處」 )匯報聯合行動的成果。  

3.  民政處表示是次處理九龍城道商鋪伸延問題的聯合行動已於 2013 年 9

月 9 日結束，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文簡稱「食環署」)及警務處於行動期間分

別提出 75 宗檢控及發出 22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地政總署亦已要求四個商

戶移除設置於店鋪前的固定台階。處方補充雖然是次行動已經結束，但各

執法部門仍會繼續留意區內商鋪伸延的情況。處方與各相關部門亦於中秋

節後再進行一次聯合行動，提醒商戶時刻保持街道暢通。處方感謝各部門

及委員對行動的支持及配合。  

4.  委員對是次聯合行動提出以下意見：  

(i)  委員感謝各部門投放大量資源於是次聯合行動，認為行動有成

效，大部分商戶在收到勸諭後均奉公守法，只有少數商戶仍繼續

把物品放置在店鋪外；  

(ii)  委員要求有關部門繼續執法及留意食物殘渣引起的環境衞生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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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員反映上鄉道和九龍城道交界仍然擺放很多貨物，而晚上落山

道和下鄉道一帶則有很多發泡膠箱，故請相關部門加強巡查和留

意；  

(iv)  有個別委員認為宣傳車的成效不理想，受環境所限，商戶及途人

難以明白廣播的內容；以及  

(v)  委員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對商戶的教育。  

5.  食環署表示署方一直積極參與是次聯合行動，並針對商鋪伸延問題向

涉事商戶提出檢控。署方於聯合行動結束後會繼續在日常巡查時留意商鋪

伸延的情況，並會檢控不合作的商戶。此外，署方在處理行人路的發泡膠

箱時遇到困難，由於發泡膠箱的體積較大，署方人員須安排車輛把發泡膠

箱運走。發泡膠箱屬可回收物品，署方一般會勸諭商戶在回收商到達前先

妥善放置有關物品，以減低對途人的影響。  

6.  香港警務處表示警方十分關注違例泊車的情況，如發現有貨物擺放在

馬路而影響到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或造成嚴重阻塞，警方會即時作出檢控，

以確保道路暢通。  

7.  民政處表示是次聯合行動的目的是要整頓九龍城道一帶商鋪伸延的問

題，以及促進部門之間的溝通，統一各部門的執法尺度。處方認為有關的

目的已經達到，日後有賴各執法部門繼續執法，處方亦會繼續留意區內各

黑點的情況。  

關注燒臘店鋪的食物衞生問題  

8.  委員關注區內燒味和鹵味店的衞生情況，並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委員查詢食環署對店鋪售賣燒味的要求；  

(ii)  委員反映九龍城道一帶有三間燒味店沒有按照食環署的要求擺放

燒味及鹵味，故要求署方加強巡視；以及  

(iii)  委員擔心店員既要徒手擺放和斬切食物，還要兼顧收銀等工作，

會增加食物受細菌污染的機會，故要求食環署加強宣傳和教育。   

9.  食環署表示市民進食處理不當的燒味及鹵味容易引致食物中毒，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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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十分關注燒味和鹵味店貯存食物的衞生情況。於本港經營燒味及鹵味店

必須領有燒味及鹵味店牌照。署方轄下的牌照辦事處於簽發有關牌照時會

考慮多個因素，包括陳列燒味及鹵味的飾櫃，須能防塵及防蠅，而除經批

准的飾櫃外，商戶不得在其他地方陳列燒味及鹵味。署方除定期派員巡查

外，亦會進行突擊行動，檢控違例店鋪，店鋪被記滿指定分數會被停牌七

天，屢犯者更可被吊銷牌照。九龍城區內燒味及鹵味店的違規情況並不普

遍，只有少數店鋪沒有依照署方的指引擺放食物，而落山道曾有一間燒味

店因一年內被記滿 15 分而被罰停牌七天。署方亦反對從業員同時處理食物

及收銀，故署方除檢控行動外，亦會為業界及公眾安排衞生教育活動，向

從業員灌輸食物安全訊息及勸諭市民不要光顧違規的食肆。  

改善「長者牙科褔利」  要求政府增設牙科醫療券及牙科診所  

10.  委員認為長者牙科保健為醫療體制重要的一環，惟私家牙科醫療服務

收費高昂，令基層市民無力負擔，而政府現時提供的牙科服務未能滿足長

者的需要。委員要求政府改善長者牙科褔利，例如參考「長者醫療券計劃」

的做法，推出長者牙科醫療券。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  

(i)  委員不滿政府的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政策一方面鼓勵市民做好預

防口腔疾病的工作，另一方面衞生署轄下的牙科診所卻只提供緊

急牙科服務；  

(ii)  委員反映長者對關愛基金 (下文簡稱「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

助」項目抱有期望，惟由於項目門檻過高，以致受惠的市民不多；

以及  

(iii)  委員認為雖然「長者醫療券計劃」適用於牙科服務，惟該計劃每

年的資助額只有 1,000 元，不足以繳付高昂的診費。由於計劃深受

長者歡迎，委員希望政府進一步提高計劃的資助金額。  

11.  食物及衞生局的回應如下：  

(i)  政府的口腔健康及牙科護理政策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

口腔衞生及健康的認識，並鼓勵市民養成良好的口腔衞生習慣；  

(ii)  衞生署轄下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及 7 間公立醫院的口腔頜面外科及

牙科部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治療。九龍城區亦有多間由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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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構設立的牙科診所為市民提供牙科護理服務；  

(iii)  如要加強牙科護理服務，必須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牙醫的人手配

套。現時全港共有約 2 000 名牙醫，而每年則有約 50 名牙科畢業

生；以及  

(iv)  政府十分關注基層市民和長者對牙科護理服務的需要。基金於

2012 年 9 月推出「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資助有需要的低收

入長者鑲活動假牙及接受其他相關的牙科診療服務；針對居住在

安老院舍及使用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服務的長者，政府於 2011 年 4

月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行為期三年的「院舍及日間護理中心長

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劃」，為這些長者提供基礎牙科及口腔

護理外展服務；政府自 2009 年推行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為 70

歲或以上長者提供醫療券，資助他們使用切合其需要的私營基層

醫療服務，包括牙科服務。由 2013 年 1 月 1 日起，政府把每名合

資格長者可獲發的醫療券金額由每年 500 元倍增至 1,000 元，計劃

亦將於 2014 年由試驗性質轉為經常性的長者支援計劃；在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計劃下， 60 歲或以上、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

的受助人可獲發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支付治療項目所需的費用。 

12.  另外，民政事務局表示基金於 2011 年初成立，並於 2013 年起納入扶

貧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委員會下設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基金具先導及識別

作用，將現時社會安全網外有需要的人，或者網內仍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識別出來，提供援助，基金亦推行一些先導計劃。現時基金已推出了 20 多

個援助項目，惠及多個不同群組，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為其中一

個先導性質的援助項目。符合該項目受惠資格的長者會獲轉介至參與項目

的牙醫 /牙醫診所接受適當的牙科診療。該項目就診療服務訂定收費上限，

並向牙醫 /牙醫診所直接發放診療費用。基金專責小組一直監察有關項目的

實施情況，並已成立工作小組，因應該項目的推行情況和經驗及參與項目

的牙醫人數等因素，考慮逐步擴大項目的受惠資格，讓更多經濟上有困難

的非領取綜援長者受惠。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3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