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23/16 號  

(供 2016 年 3 月 17 日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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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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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0 日第 2 次會議上所討論的主要事項。有關

會議之討論詳情，請參閱稍後經食環會通過的會議記錄，並以該會議記錄

為準。  

要求定期清洗何文田區行人路面  

強烈要求食環署增撥資源改善街道清潔工作  

要求加強土瓜灣街道前線清潔人員培訓和增撥資源增聘人手  

2.  多名委員反映區內多條行人路有污漬及垃圾堆積，不但影響環境衞

生，亦傳來陣陣異味。委員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文簡稱「食環署」 )增

加人手及增撥資源添置設備，加強清洗區內街道，並加強街道前線清潔人

員的培訓。  

3.  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食環署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 (下文簡稱「承辦商」)每日在區內提

供恆常清掃街道服務，同時亦會定期清洗行人路面。在有需要

時，食環署亦會調派承辦商作特別清掃及清洗街道行動；  

(ii)  食環署一直十分關注承辦商的服務質素，並定期與承辦商主管

人員進行會議，檢討各項潔淨工作的重點及安排。食環署亦要

求承辦商加強培訓前線清潔人員，並須定期檢查及更新有關清

潔設備，以提高工作水平。此外，食環署人員於日常工作時會

監察承辦商清潔員工的工作表現，若發現其服務水平未能達到

合約要求，會按照合約規定向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及扣減合

約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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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食環署備悉委員有關增撥資源清洗街道的建議，並會善用現有

資源及靈活調配人手。如有需要，食環署會作出檢討，確保街

道潔淨質素及環境衞生。  

 

關注寨卡病毒情況，要求加強清潔及宣傳  

有關：應對寨卡病毒的措施   要求食環署加強滅蚊工作  

4.  寨卡病毒於 2015 年在南美洲爆發，隨後疫情不斷惡化擴散。委員均

十分關注寨卡病毒會否傳入香港，並在社區爆發。就此，委員建議當局加

強各關口的監察，以防寨卡病毒從外地傳入，並於區內加強滅蚊措施和宣

傳教育。  

5.  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回應綜合如下：  

(i)  國際旅遊頻繁，寨卡病毒傳入香港的風險一直存在。由於病人

感染後沒有出現病徵的情況十分常見，而可能傳播寨卡病毒予

人類的白紋伊蚊於本地亦非常普遍，故此一旦香港出現外地傳

入個案，不論是否被發現，都存在進一步傳播的風險。為此，

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以預防寨卡病毒感染；  

(ii)  自 2016 年 2 月 5 日起，香港已把寨卡病毒感染納入為《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 章 )之下的法定須呈報疾病。任何確診個

案均須呈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作調查和跟進。衞生防護中心

已多次向醫生和醫院發信提供最新情況資訊及建議，並呼籲醫

生加倍留意；  

(iii)  衞生防護中心已於 2016 年 2 月 5 日召開蚊傳疾病跨部門統籌委

員會會議，與多個決策局、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跟進寨卡病毒

感染風險，以及香港所需的病媒控制措施。衞生防護中心亦在

2016 年 2 月 16 日召開轄下傳病媒介疾病科學委員會，因應最新

科學發展，與傳染病學、微生物學、公共衞生及病媒控制等專

家審視寨卡病毒的流行病學，並檢視現時本地的預防和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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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衞生署港口衞生處已加強巡查口岸及機場，確保良好環境衞生

及有效防治蚊患。港口衞生督察已加強對機場、海港和陸路各

口岸清潔和害蟲控制承辦商的訓練，確保病媒控制措施到位。

各口岸亦已加強健康宣傳，透過單張及海報，提醒旅客預防寨

卡病毒的所需措施。所有口岸的恆常健康監測會繼續為入境旅

客監測體溫，懷疑個案會被轉介往醫療機構跟進；   

(v)  鑑於寨卡病毒感染在全球急速擴散，衞生署建議外遊人士 (尤其

是有免疫系統疾病的人士或長期病患者 )，於出發前往寨卡病毒

持續傳播的地區最少六個星期前，諮詢醫生的意見，並應該採

取額外的預防措施，避免受到叮咬；以及  

(vi)  在宣傳教育方面，衞生防護中心已建立預防寨卡病毒感染的專

題網頁，提供疾病最新發展、旅遊建議和常見問題等資料。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16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