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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過的會議記錄 ) 

西貢區議會  

環境衞生、氣候變化及漁農委員會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影響工作小組  

二零二零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0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西貢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陳嘉琳女士  召集人  

梁衍忻女士  副召集人  

秦海城先生   

鍾錦麟先生  

黎銘澤先生  

黎煒棠先生  

 

呂文光先生  

余浚寧先生  

 

郭敦堯先生  (秘書 )  西貢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區議會 )10 

 

 

列席者  

周達榮先生  

葉頴詩女士  

鄭智榮先生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 

西貢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俞巧玲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區議會 )9 

黃任培先生  

陳美聯女士  

西貢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將軍澳 )東  

地政總署總地政主任 /專責 4 

孫嘉宏先生  

林凱程先生  

陳子杰先生  

渠務署工程師 /將軍澳  

渠務署工程師 /西貢  

渠務署工程師 /防洪  

麥穗榮先生  海事處海事經理 /牌照及關務 (2) 

余秋萍女士  

馮彩嬋女士  

陳凱琪先生  

陳靜嫻女士  

 

社會福利署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專員 2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區域 1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5(東 )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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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秦海城先生   

王卓雅女士  

 

 

歡迎詞  

 
1.  召集人歡迎各位成員和部門代表出席西貢區議會  環境衞生、氣候變化及

漁農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轄下社區參與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影響工作小組 (下

稱「工作小組」 )二零二零年第一次會議。  

 

I.  由 環 境 衞 生 、 氣 候 變 化 及 漁 農 委 員 會 轉 介 的 議 題  

 
(一 )   促 請 政 府 部 門 加 強 鄉 郊 氣 候 變 化 和 災 難 之 應 對 策 略  

促請政府盡快研究氣候變化對西貢區內沿岸地區的影響，提出具前瞻

性的應對方案  

 

2. 成員備悉渠務署、社會福利署 (下稱「社署」 )、西貢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

政處」 )、海事處、地政總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稱「土拓署」 )的書面回應

(SKDC(EPCCWG)文件第 1/20 至 6/20 號及 8/20 號 )。  

 

3. 成員就上述議題提出意見如下：  

 

 在 2020 年 6 月 6 日的暴雨引致將軍澳村及馬游塘村出現嚴重水浸，因

此向渠務署查詢是否有模擬系統模擬日後有機會面對的龐大水浸情

況，以及會否有應對措施和檢查村内渠道是否出現淤塞。  

 

4. 渠務署工程師 /防洪陳子杰先生的回應如下：  

 

 6 月 6 日先後發出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西貢區全日錄得雨量超過

200 毫米，雨勢最大的時段為凌晨三時三十分至四時四十五分左右，錄

得 129 毫米雨量，是區内有記錄以來最大的雨量。  

 當日西貢區的村落内發生水浸事故，渠務署關注有關事故，但村落的

排水事宜需要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協調處理，例如民政處和地政處。

若鄉郊村落屬於私人擁有，便需要依靠擁有者清理淤塞的渠道。  

 渠務署會因應暴雨情況派遣緊急應變小隊到水浸現場，處理淤塞的渠

道和實行其他紓緩水浸的措施。  

 渠務署早前已經在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研究中，就西貢區需要進行

的排水改善工程作出建議，並會於會後補充有關資料。  

 

5. 渠務署工程師 /將軍澳孫嘉宏先生的回應如下：  

 

 6 月 6 及 7 日的水浸主要是由於長時間的降雨，以及有沙泥隨著暴雨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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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排水管導致管道阻塞。  

 將軍澳村及馬游塘村出現水浸情況後，渠務署已經展開緊急檢查及清

理淤塞渠道的工作，包括清理被垃圾及沙石嚴重阻塞的排水設施。  

 渠務署事後與相關部門檢視村内的排水設施是否足夠和是否需要進行

小型建造或改善工程，並與相關持份者，包括村代表，進行實地視察

以了解需要進行渠道改善的位置。  

 渠務署會加強巡查和進行有需要的清理工作。  

 

6.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查詢渠務署在甚麼情況下才會啟動應變機制。  

 查詢渠務署在回應文件中提及派遣承建商駐守容易受水浸影響的地

區，是否代表已經有清單列出容易出現水浸的地區，如是，西貢區内

包括甚麼位置。  

 查詢承建商駐守時的工作内容。  

 

7. 渠務署陳子杰先生的回應如下：  

 

 當香港天文台 (下稱「天文台」 )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

以上的烈風或暴風信號，渠務署便會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直至天文

台宣佈取消有關警告信號。  

 當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後，渠務署會在安全情況下派遣工作小隊到

達現場進行紓緩水浸的工作並作出記錄。  

 當某些位置涉及其他政府部門，渠務署亦會盡可能進行清理工作，事

後會將個案轉介相關部門。  

 渠務署會根據記錄及經驗，派遣承建商駐守在經常發生水浸事故的特

定位置附近，若特定位置出現事故，承建商便可以快捷地到達現場。  

 渠務署亦會因應暴雨的實際情況，調派工作隊伍到其他未發生過水浸

事故的位置進行處理。  

 

8. 召集人表示，今年出現特別多鄉村受暴雨影響的情況，南圍和蠔涌均出現

水浸情況，但未見有部門進行緊急應變的措施。她請渠務署於會後補充西貢區

内容易出現水浸的地方的資料，以及交代區内哪些區域是包括在緊急應變措施

之内。  

 

9. 渠務署陳子杰先生的回應如下：  

 

 於 6 月 6 及 7 日，緊急事故控制中心需要處理大量個案，包括西貢區的

水浸位置，渠務署有派員到達現場處理。  

 6 月 6 日緊急事故控制中心運作超過十小時，而 6 月 7 日亦運作約六小

時， 5 月 30 日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期間，渠務署亦有啟動緊急事故

控制中心。  

 由於當時西貢路段出現塞車情況，工作小隊未能即時到達現場，但最

後均有到達所有的事故現場進行處理及記錄，包括記錄水浸範圍、深

https://www.hko.gov.hk/publica/gen_pub/tcws.pdf
https://www.hko.gov.hk/publica/gen_pub/tcw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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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對公眾人士構成的影響等。  

 

10. 渠務署孫嘉宏先生的回應如下：  

 

 渠務署每年都會與相關政府部門會面，討論預防颱風及雨季時的水浸

問題，而本年的會面已經在 3 月進行。  

 渠務署已經在 2020 年 3 月發信予相關認可人士、顧問公司及工程公司

等，提醒他們有關雨季前的準備工作，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渠務署亦

會與相關部門合作安排研討會。  

 

11. 召集人表示，由於很多工作都需要跨部門協調處理，而各部門有屬於自己

的關注點，因此她查詢政府部門之間如何進行溝通。她補充指，早前委員會討

論有關議題時曾經建議加強區議員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  

 

12.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的回應如下：  

 

 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工作範疇，例如渠務署在颱風及雨季前都有提示相

關部門作預防措施以保持渠道暢通。  

 在天災或惡劣天氣情況下各部門會設立緊急應變中心，中心内有其他

部門的聯絡電話及電郵以保持聯絡。  

 去年政府部門設立了的聯合運作平台，讓不同部門分享獲得的資料供

內部參考，包括山泥傾瀉、樹木倒塌和水浸報告等，民政處亦會上傳

臨時庇護中心的資料。  

 政府會在雨季來臨前及期間透過不同的途徑聯絡地區人士包括村長、

居民組織和區議員等，傳達有關防範天災的資訊。  

 

13. 召集人建議政府部門綜合資訊後向地區人士發放，包括村長、業委會代表

及區議員，加強地區與前線工作人員的聯繫。  

 

14.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查詢在惡劣天氣或天災情況下是否有直線電話或其他聯絡方法可直接

聯絡部門，即時跟進問題。  

 

15. 渠務署陳子杰先生的回應如下：  

 

 市民可以致電渠務熱線 2300 1110 報告水浸事故。  

 市民亦可致電 1823 報告水浸事故，個案會立即透過電腦系統轉介渠務

署作跟進。  

 

16.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的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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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或暴雨期間居民的人命及財產安全最為重要，因此遇上即時的危

險時便應致電 999 求助。  

 非即時危險的個案可致電 1823 由其作出轉介。  

 颱風或極端天氣情況下，民政事務總署亦提供熱線電話，並會在極端

天氣來臨前透過不同途徑包括新聞報道、電台廣播及網上途徑發放相

關資訊。  

 民政處亦會設立協調中心，並在惡劣天氣襲港前告知地區人士有關的

聯絡電話。  

 

17. 民政處高級行政主任 (地區管理 )葉頴詩女士的回應如下：  

 

 與渠務署相同，民政處及大部分需要在惡劣天氣情況下作出應變工作

的政府部門，均在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 號 或 以 上 的 烈 風 或

暴 風 信 號 生效期間啟動其協調中心。  

 民政處的協調中心設有熱線，由職員輪班接聽，遇有事故或需要求

助，政府部門的同事、議員及市民均可致電該熱線，協調中心將協助

轉介各類情況及尋求解決方法。  

 她舉例指，當接獲水浸的報告，協調中心會聯絡渠務署跟進；若發生

水浸而需要尋找庇護，協調中心可以安排開放庇護中心；當接獲停電

報告，協調中心則會聯絡電力公司跟進。  

 

18. 召集人認為現時沒有一個綜合的平台發放資訊，她查詢能否有不打擾前線

緊急工作而又能發放資訊的方法。  

 

19.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的回應如下：  

 

 現時，電台、電視台及相關網站已經會及時發布重要的颱風資訊。例

如，當道路出現嚴重阻塞，短時間内無法開放使用的話，或會透過上

述方式發佈有關資訊。而在颱風「山竹」吹襲香港過後，區議會亦曾經

要求各部門介紹其善後工作。  

 

20. 副召集人表示， 6 月 6 及 7 日的應變狀況未如理想，而新聞報道亦可能只

集中報道較為嚴重阻塞的路段而忽略西貢的路段。她希望有實時的平台交代路

面狀況及部門的跟進工作。  

 

21.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認為政府的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站的使用量較低，建議廣泛傳遞短訊，

定時發放資訊予區内市民。  

 台灣的網絡供應商可以將官方的防災訊息傳送予特定區域的手機用

戶，當市民啟動緊急災害警報功能後便能夠獲取災難訊息，建議香港

統合各政府部門，與電訊商研究能否推出這些服務。  

https://www.hko.gov.hk/publica/gen_pub/tcws.pdf
https://www.hko.gov.hk/publica/gen_pub/tcw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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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召集人請秘書處去信政府新聞處及天文台，查詢是否有計劃利用其他方式

作為在災難發生時向市民發放資訊的渠道，並建議利用廣發手機 SMS 的模式向

特定地區市民傳遞資訊。另外，她建議在天災發生前後，有議員能夠代表區議

會接收和整合資訊，並在區議會的 Facebook 專頁發佈。  

 

23.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贊同召集人的建議並樂意在個人的 Facebook 專頁發佈有關資訊。  

 建議改善部門與地區在災難發生時的溝通機制，很多的溝通方法都建

基於科技的運用，但天災發生時，有機會出現通訊設備受損的情況，

特別在鄉郊地區。因此，政府部門需要考慮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何作

出應對。  

 建議政府利用私營有系統及廣泛被市民使用的工具，例如 Google Map

等發放資訊。  

 運輸署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有交代路面情況的功能，但

未知能否交代天災下道路是否暢通。  

 區議會曾經參觀運輸署的緊急事故協調中心，知悉當運輸署得知有路

面擠塞的情況時，會派遣外判人員到現場，並將情況告知協調中心。  

 

24. 召集人請秘書處去信運輸署，查詢手機應用程式「香港出行易」能否在緊

急情況下提供道路狀況及發生水浸的地點的資訊，以及查詢運輸署的應變機

制。  

 

25. 召集人詢問民政處在風、雨季正式來臨前能否確立機制，讓區議員和地區

人士獲取不同政府部門的資訊，另外亦查詢渠務署早前召開的跨部門會議的詳

情。  

 

26. 渠務署陳子杰先生的回應如下：   

 

 渠務署會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和路政處等召開跨部門會議。  

 會議主要就易受水浸影響的地方討論預備措施，例如作出巡查，若發

現有淤塞的地方便會作出處理等。  

 跨部門會議除了作出溝通，亦會作出預防水浸的相應行動。  

 

27. 召集人查詢社署在天災發生前如何接觸需要協助的人士，她指出鄉郊地區

很多獨居長者，查詢會否派遣社工落區協助居民撤離，她亦查詢土拓署是否在

研究完成前有短、中期的方案以應對極端天氣。  

 

28. 社署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專員 2 余秋萍女士的回應如下：   

 

 當預計極端天氣來臨並有機會做成影響時，西貢區內的福利單位會聯

絡其已知的個案評估情況，如有需要會提供協助。  

 社署亦會透過網絡，接受轉介一些有潛在危險個案予相關福利服務單

位，以便盡早與當事人接觸及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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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颱風「鸚鵡」雖然沒有正面吹襲香港，民政處發現一個雙老的長者

家庭可能會面對水浸威脅時，將個案透過黃大仙及西貢區福利辦事處

轉介到西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中心社工與這個長者家庭聯絡後，即

時評估其情況及了解這個家庭的需要。  

 

29. 土拓署工程師 /區域 1 馮彩嬋女士的回應如下：  

 

 2018 年颱風「山竹」吹襲香港後，西貢及將軍澳的部分海堤及碼頭都受

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包括西貢公眾碼頭、西貢對面海海堤、滘西洲公

眾高爾夫球場公眾停車場對出海堤、將軍澳海濱公園公眾登岸梯台及

沿岸海堤。  

 土拓署已經迅速完成有關維修工作，並於 2019 年完成將軍澳海濱公園

防浪牆的建造工程。  

 土拓署於 2019 年 4 月聘請顧問公司展開「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下的沿

岸災害研究及改善措施的制訂」的可行性研究，旨在全面檢視沿海較低

窪或當風地點的情況，進行相關的風暴潮及風浪研究，以及評估極端

天氣對沿海較低窪或當風地點的影響。  

 顧問公司已基本完成識別全港沿海較低窪或當風地點，包括將軍澳及

西貢等地方，並已收集其沿海的地理環境資料，包括海岸線、沿海地

形、海床深度、海堤結構、排水系統等和相關的天氣數據例如嚴重影

響香港的熱帶氣旋 (包括超強颱風「山竹」 )的資料、海平面水位、風暴

潮以及風浪狀況等，現正進行電腦模型分析及研究極端天氣對沿海較

低窪或當風地點的影響。  

 土拓署期望顧問公司按照現時進度，能夠在 2020 年年底提交初步研究

結果。  

 

30. 召集人再次查詢土拓署是否有短、中期的方案應對極端天氣，並指議題在

委員會上討論時曾經提及除了顧問公司的研究外，土拓署本身有一些工程正在

進行，因此她查詢是否只有文件内所提及的維修工程，沒有其他為今年内可能

出現的極端天氣的預防措施。  

 

31. 土拓署馮彩嬋女士回應，上述在將軍澳及西貢的海堤及碼頭的維修工程已

經在 2018 及 2019 年完成，其他措施需要視乎研究報告再決定，土拓署期望在

2020 年底獲得初步研究結果後便進行下一步行動。  

 

32. 土拓署馮彩嬋女士回應召集人的追問，根據她的資料，到目前為止，土拓

署因應颱風「山竹」造成的破壞的維修工程已經完成。  

 

33. 副召集人向社署查詢，當有居民向社署求助時，居民需不需要先聯絡民政

處，還是可以直接聯絡社署，並查詢西貢區内有甚麼臨時庇護中心。而區議員

作為轉介者需要聯絡社署還是民政處以轉介新的個案。  

 

34. 社署余秋萍女士的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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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服務單位的已知個案一般都會有個案社工或工作員跟進，如遇天

災或惡劣天氣需要支援時，當事人可直接聯絡個案社工或單位職員求

助。  

 如求助個案未有福利服務單位跟進，但因天災或惡劣天氣需要福利服

務時，當事人可以自行接觸福利服務單位或透過社署的熱線電話 2343 

2255 尋求協助，亦可透過區議員轉介其求助個案予社署，處理他們的

福利服務需要。  

 西貢區各政府部門因應天災情況有緊急聯絡機制，區議員可聯絡社署

或民政處轉介有服務需要的個案。  

 因應風災或惡劣天氣等情況而開放的臨時庇護中心由民政處設立，在

風災或水災等發生時，會按實際情況作出合適的安排。  

 

35. 民政處葉頴詩女士的回應如下：  

 

 民政處會在極端天氣或緊急事故的情況下開放九個在西貢區内的庇護

中心，其中兩個是民政處轄下的社區會堂，包括西貢賽馬會大會堂及

坑口社區會堂，另外七個庇護中心為已借用的村公所。  

 民政處會視乎求助人的位置安排合適的庇護中心。  

 

36. 副召集人表示明白土拓署已經維修了一些地方，但風季即將來臨，她查詢

就對面海邨一帶沒有防波堤和直接與海接壤的地方，土拓署有否計劃一些協助

居民防災的工程，並查詢對面海邨船廠位置若今年再受颱風吹襲並造成破壞，

土拓署需要負上甚麼責任。  

 

37. 土拓署馮彩嬋女士回應，對面海海傍近泰湖閣海堤上的矮牆已經完成維

修，其他措施則需要視乎顧問公司的報告後再決定。  

 

38. 召集人查詢顧問報告中是否包括對面海船塢的範圍。  

 

39. 土拓署馮彩嬋女士表示會於會後補充對面海邨附近範圍的資料。  

 

40. 副召集人表示，有市民反映西貢避風碇泊處泊位不足，颱風期間會一個位

置停泊兩艘船隻，造成船隻碰撞的情況，因此向海事處查詢是否知悉這個情

況，以及會否有短期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她亦請部門提供更多搬遷西貢污水處

理廠工程計劃的資訊，並建議日後向區議會介紹計劃。另外，她亦表示有市民

反映鹽田梓避風塘水位太淺，令船家不願停泊該處，續詢問海事處會否有處理

方法。  

 

41. 海事處海事經理 /牌照及關務 (2)麥穗榮先生的回應如下：  

 

 海事處每年都在颱風襲港期間到西貢碼頭對出的避風碇泊處進行巡查

及查點船隻數量，並認為避風碇泊處有足夠位置供本地船隻靠泊。  

 若船家認為該處不適合停泊，西貢區内仍有其他碇泊處，包括斬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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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白沙灣及鹽田梓避風塘等。  

 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工程計劃約在 2025 年完成，屆時會騰出約 3.2 公頃

的避風面積，而西貢避風碇泊處面積約 4.3 公頃，因此該處將有 7.5 公

頃的面積供船隻靠泊。  

 鹽田梓避風塘的問題已經在 2011 年解決，民政處與相關業界代表包括

西貢遊艇協會會長、主席和秘書、西貢遊樂船協會副主席、西貢漁民

代表及海事處曾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召開改善鹽田梓避風塘船隻碇泊

問題跟進會議，並進行實地視察。當時持份者認為停泊位置水淺和海

床硬，因而不適合靠泊，海事處遷移六個提供予水警船隻的避風位置

供其他船隻使用，亦進行一連串的碇泊及抛錨測試，認為鹽田梓避風

塘能讓船隻安全靠泊，而當時業界代表均同意鹽田梓避風塘不存在錨

泊安全問題。因此他對於有持份者認為鹽田梓避風塘不適合靠泊的意

見有保留，但歡迎再研究有關問題。  

 

42. 渠務署工程師 /西貢林凱程先生表示，現時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計劃正進

行可行性研究，渠務署會於會後補充相關資料。  

 

43. 副召集人表示會與業界人士再作了解，並查詢海事處所提供的避風碇泊處

船隻數字是否只有本地船隻，有否包括外地船隻。  

 

44. 海事處麥穗榮先生表示，香港所有的避風塘及避風碇泊處是供所有領牌的

本地船隻，或進入香港並需要在香港運作的船隻使用。海事處的巡邏，查牌及

審視結果顯示，西貢區内的船隻原則上是本地持牌船隻，沒有外來船隻。國

際  航線的遠洋  船隻不能靠泊，能夠靠泊的船隻只有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48 章 ) 而發牌的船隻。  

 

45. 召集人表示，各成員都同意居民對於災難應變的資訊比較困惑，未清楚有

甚麼渠道接收資訊或如何處理緊急情況，因此建議工作小組綜合防災資訊，包

括因應特定情況可用的聯絡電話、可提供協助的政府部門等資訊，並製作成單

張，讓居民在災難發生前可以得到更多資訊。  

 

46.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認為書面單張以及網上發佈資訊同樣重要，建議先整合資訊。  

 建議將有關資料透過西貢區議會網頁的地區資訊欄目發佈，以便市民

搜尋相關字眼便能快捷地獲得資訊。  

 

47.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於下一次會議朝著整合資訊及製作單張這個方向繼

續討論。  

 
(二 )  加 強 對 郊 遊 人 士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 推 廣 山 野 無 痕 郊 遊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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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成員備悉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書面回應 (SKDC(EPCCWG )文件第 7 /20 號 )。  

 

49. 成員就上述議題提出的意見如下：  

 

 查詢市民於山上亂抛垃圾會由甚麼部門負責檢控或作出勸喻。  

 查詢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簡稱「漁護署」 )是否知悉區内郊野公園的亂抛

垃圾黑點。  

 

50. 漁護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 (教育 )陳靜嫻女士的回應如下：   

 

 在郊野公園範圍内，漁護署會根據第 208A 章《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

例》執法，漁護署的護理員會巡邏郊野公園，若遇上違例人士便會作出

適當跟進或檢控。  

 漁護署的職員會巡查郊野公園遠足徑及康樂場地，並清理垃圾。漁護

署過往亦安排義工、  支持的行山組織或機構於假日巡邏遠足徑，向市

民推廣「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及向部門報告山上垃圾情況。  

 自 2015 年開展「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公眾教育活動後，行山徑的垃圾

桶已於 2017 年底全部移除。現時漁護署的員工、義工以及支持機構會

在遠足徑作宣傳推廣及巡查，漁護署認為衞生情況理想。  

 

51. 召集人表示，漁護署收起放置山上的垃圾桶後，近年都有義工發起上山清

理垃圾的活動，因此查詢漁護署除了懸掛橫額之外，還會有甚麽其他類型的推

廣活動。  

 

52. 漁護署陳靜嫻女士的回應如下：   

 

 透過漁護署的網上社交平台及支持機構的網上社交平台作宣傳。  

 漁護署義工巡邏隊會於假日上山向市民解釋收起垃圾桶的原因及推廣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在郊野公園人多的地方舉辦相片展覽，並有義工協助以遊戲活動推廣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及宣傳源頭減廢，減少使用塑膠即棄物品等。  

 於郊野公園加設加水站，推廣「自備水樽」的環保訊息，有關加水站的

資訊已上載漁護署的網站。  

 近日在銅鑼灣百貨店外的大型電視廣告板播放宣傳片，同時播放「自己

垃圾  自己帶走」的訊息。  

 

(會後補充：在 4 月至 5 月期間於港鐵公司車站內的廣告板及燈箱上宣傳有

關「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訊息 ) 

 

53. 召集人表示，早前於西貢區議會會議上討論有關議題時，議員曾經提及山

野無痕郊遊模式的普及性不足，特別於疫情期間有更加多的市民選擇郊遊，因

此建議區議會進行推廣活動。得悉漁護署有一些支持團體，因此查詢有關的支

持團體大概有多少以及是什麼類型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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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漁護署陳靜嫻女士回應，有二十二個相關的支持團體。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環保團體以及遠足團體，有部分團體與學校有接觸。  

 

55. 副召集人建議以西貢區議會的名義在西貢的行山徑舉辦推廣山野無痕郊遊

模式的活動，並建議有義工或宣傳大使在山上直接向市民推廣相關資訊。  

 

56. 成員的跟進意見如下：  

 

 建議效法過往「西貢海上安全日」活動的做法，在較多市民行山的日子

進行宣傳。  

 建議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舉辦創新的活動，例如結合防止山火的資

訊，推廣更多訊息。  

 建議漁護署的支持團體為西貢區内居民舉辦相關活動。  

 建議漁護署提供與支持團體合辦過的活動資訊，讓工作小組作為參

考。  

 認為崇光百貨銅鑼灣店外的大型電視廣告板太闊，建議漁護署考慮使

用時代廣場的電視廣告板。  

 

57. 召集人請漁護署提供支持團體舉辦或合辦過關於山野無痕郊遊模式或相關

活動的資料，讓工作小組作為參考，並建議繼續保留此議題。  

 

II.  其他事項  
 

58. 副召集人建議民政處統籌不同部門，在風季前舉辦一次閉門會議，與議員

就聯絡地區人士的機制事宜作出溝通。  

 

59.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表示，早前舉行的地區管理委員會

會議已經就相關事宜作出討論，各委員會主席亦有出席會議。  

 

60. 副召集人表示當時討論的結論是透過手機通訊軟件傳遞資訊，她認為手機

通訊軟件無法即時獲取可信的資訊，她希望就鄉郊防風事宜，能與民政處有更

加好的溝通。  

 

61.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表示，協調中心在接獲區議員的查

詢後便會與相關部門作出了解，然後回答議員，這亦是過往的運作模式，因此

颱風期間區議員、村代表或者其它市民均可以致電協調中心的熱線電話，協調

中心會聯絡相關部門以獲取準確的資訊。  

 

62. 召集人另表示希望將南圍風暴潮的預警機制擴展至西貢其他鄉郊地區，以

及不單只包括水浸方面的預警，因此建議與不同部門研究可行性。  

 

63. 西貢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周達榮先生表示，天災期間有可能廣泛影響居

民的資訊會透過電台及電視台的新聞資訊以及利用手機應用程式或網上渠道發

佈，而成員建議政府透過廣發手機短訊予特定地區以傳達資訊的意見會於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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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達相關部門。如議員認為個別地區有需要設立類似南圍的預警機制，可提出

具體地點方便相關部門進行研究。  

 

 

III.  下次會議日期  

 
64. 會議於上午 11 時 22 分結束。下次工作小組會議日期待定，秘書處會另行

通知。  

 

 

 
西貢區議會  

環 境 衞 生 、 氣 候 變 化 及 漁 農 委 員 會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影響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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