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社服務中心 

查詢︰23192637 黎姑娘 電郵︰miulai@pschk.org 傳真︰2779 3939 

地址︰石硤尾邨 19 座平台 206-208 室 

「深墟」 墟市計劃書 

背景及目標 

民社服務中心(下簡稱民社)於 2002 的成立，民社一直以建立受助者之間及與社區

人士的關懷互助網絡、推動市民參與社區經濟自力更新、倡導社會建立一個平等公義的

社會為目的。 

 

機構轄下的海麗兒童發展中心於 2010 年投入服務，多年來為區內的兒童及低收

入家庭提供服務。兒童是社會未來重要的力量，中心一直努力培育兒童及家長的

個人發展，並強調社區互助及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社區的意識，故近年服務使用

者協助區內麵包店、街市回收剩食，身體力行拯救被遺棄的食物，轉贈有需要的

人，為環保及扶貧工作再走前一步。 

 

服務使用者希望藉著她們研發的環保用品可以為社區提供一個︰人人都負擔得

起、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選擇。所以，是次深墟計劃由服務使用者及區內低

收入人士共同籌辦，透過攤位、工作坊等形式，向公眾教育環保生活的概念，並

可讓區內居民及社區人士互相交流及分享生活知識，加強社區的凝聚力及促進鄰

里關係。 

 

活動目的 

透過舉辦以環保及生活手作為主題的墟市，向區內居民及社區人士教育生活可持

續發展的概念 

 

活動資料 

名稱︰深墟 

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一) (暫定) 

時間︰上午 9:00-下午 6:00 

地點︰海麗邨 或 石硤尾邨 

對象︰中心會員及區內低收入中士 

檔數︰20 檔 

檔位面積︰2 米 X 2 米 

貨品種類︰乾貨 

 營辦機構/團體︰ 

 (1) 由「民社服務中心」及地區辦事處徵收當區區議會及地區人士支持; 

(2) 由「民社服務中心」負責向政府部門申請場地及相關牌照事宜； 

(2) 由「民社服務中心」與「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合作營運及管理。「關綜

聯」於深水埗區內有豐富營運墟市的經驗，可有效協調社區上各持份者需要

及滿足地區政府部門牌照申請之要求； 

(3)由「民社服務中心」及「紅十字會義工隊」合作組織及培訓婦女籌備墟市。 

 

詳情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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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檔主申請相關指引 

 

 名額分配：(1) 50% 中心會員； 

          (2) 25% 非牟利組織； 

          (3) 25% 區內團體/組織 

 合資格人士必須向申辦團體「民社服務中心」進行申請 

 參加者收費：合資格人士向民社服務中心繳付$20 行政費 

 參加者必須簽署及遵守檔主守則 

 檔主及其助手均可獲得工作人員證，並必須於墟市運作其間配戴以供大會辨

識為合法申請檔販 

 公眾會員參加者必須需符合以下資格: 

A. 低收入人士: 入息中位數 70% 

B. 失業人士（失業超過半年人士） 

C. 綜援人士（必須向社署個案社工申報墟市收入） 

D. 傷殘人士：現正領取傷殘津貼 

為促使公平分配場地，申辦團體會以抽籤形式決定擺檔位置； 

 貨品種類：為乾貨 

  



附錄二 

墟市營運 

墟市運作部份將參考深水埗區其他熟食墟市之經驗（如深水埗見光墟），並尋求

社區規劃師之專業意見，以令場地設計及佈局加入消防、人流、衞生、食安及環

保等要素及應對措施，以配合社區人士之需要及場地安全等各項要求。 

 

墟市營運細則如下： 

 

i)每個家庭只能進行一個申請，如出現同一家庭多個申請之狀況，申辦團體會取

消該家庭之所有申請資格，以免出現不公平的申請情況。 

ii)參加者必須簽妥由申辦機構提供的協議書及會員守則，承諾遵守市集裡的運作

規則，並履行作為參加者之責任。若參加者違反規則，申辦機構有權採取行動要

求參加者嚴格遵守。首次違反規則之參加者，會被申辦團體作口頭警告並給予機

會改善狀況，但如再違反者團體將沒收按金。嚴重違反規定的參加者，申辦團體

會按照規定取消其參加資格。 

iii)每位符合資格的參加者均會獲發一張由營辦機構發出的參加者證件，以供管

理人員及政府執行人員識別。每位參加者最多可申請 3 位助手，但需留意參加者

不能將檔主身份轉讓或出售予助手或其他人士，違例者會被申辦團體取消其資

格。 

iv)所有參與墟市之檔主在免費使用場地時亦同時有責任維護公眾利益，包括出席

墟市檢討會議，並在墟市完結後自覺清理及還原場地以保持社區環境清潔，亦須

配合區內需要調整辦墟模式，申辦團體在挑選參加者時會平衡社會各方利益，必

須考慮參加者能否承擔以上公共責任。 

 

  



附錄三 

申辦團體營運守則 

營辦團體與區議會、地區政府部門代表協調後，會承諾本計劃按照以下規定進

行： 

1. 本團體知悉詴行計劃用地並非以長遠撥地方式進行墟市用途，只能在計劃訂

明時期內進行墟市活動。 

2. 本團體會清晰劃分墟市使用範圍(如以圍欄、路標等方式)以方便各持分者知悉

如何界定墟市區域。 

4. 本團體會將計劃資料交予深水埗區議會作評估是否合適。 

5. 本團體同意本計劃書交予地區民政事務署進行地區諮詢，收集地區各持分者

之意見並進行修訂。 

6. 詴行計劃進行期間，全程會有糾察及工作人員在場內處理即時問題，如人流

控制、噪音或爭吵等。 

7. 詴行計劃期間申辦團體會維持附近道路暢通無阻，並且不會佔用行車道段，

以免阻礙附近人士使用該區路面。 

8. 每行檔攤之間，會預留約 2 米的距離。除此以外，檔攤與行人路會預留 3 米

以上的距離，以確保行人能在該路面暢通無阻，不影響區內人士自由通過墟市範

圍。另外墟市不能設有任何裝置或設施阻礙任何路牌，以免影響道路使用者。 

9. 詴行計劃參加者必須是香港法定居民，並能合法在香港境內工作。 

10. 各參與墟市詴行計劃之參加者，有責任肩負起保持墟市範圍內地區清潔之責

任，參加者必須承諾檔主守則，並認真執行當中規定。 

11. 如詴行計劃進行期間需進行修路工程，本團體將會配合修路要求為墟市作出

調整，以配合工程需要。 

12. 墟市使用公共土地資源，本團體明白參加者必需要作出公平及公開的招募原

則，故本團體將公開接受各方申請，同時須按照本文件「檔主申請相關指引 

」內容為主要考慮原則。 

13. 使用電力發電時，所有電力設備必須正確地加以安裝、使用、檢驗及保養。 

14. 定期檢查保險絲、指標燈、斷路器的狀況。 

15. 不使用電力時，電力用具應予關閉。插口宜用有開關掣的那一種，用畢電器，

應將插口上之開關掣關上，切斷電源。若將插口拔出，則此舉在長期間內為之，

會令接口鬆脫，故使用上述方法較佳。 

  



附錄四 

緊急支援應變機制 

1.發生火警時應迅速及妥善地應變。工作地點負責人應為小組成員安排足夠訓練，

讓他們有能力在安全情況下協助撲滅小火，並協助工作地點內的人員盡快安全

地疏散。工作地點負責人亦應先安排所有義工參與火警演習，讓他們熟悉逃生

路線。 

2. 如有涉及電力設備的火警發生時，必須是把供電裝置電掣關上以截斷電源。

即使火警並不嚴重，一經發覺，應立即撥九九九通知消防署，或致電就近的消

防局。 

3. 在墟市當眼地方張貼消防安全資訊。資訊包括遇上火警時的緊急應變指引；

標明逃生路線、滅火設備及其他緊急設備之位置的緊急逃生路線圖，以及緊急應

變小組成員名單與及聯絡方法等等。 

4. 提供足夠的走火通道，以便發生火警時逃離現場。 

5. 提供足夠的通道，以便救護人員進入場內進行滅火和拯救。 

6. 遇火警時應變措施: 

a)一旦發生火警，義工、檔主和公眾必須以生命安全為首要原則，高聲呼叫火警

或以任何方法示警。  

b) 致電 999 通知消防處，詳述火警發生的位置及性質。  

c) 義工及職員在確定自身安全的情況下，須協助接近起火地點的行動不便人士、

檔主及公眾人士於就近出路撤離火場。 

d) 如能確保自己的安全不受威脅（如無濃煙，且有安全逃生路線可供撤離），

方可嘗詴利用現場的滅火設備救火。  

e) 義工把已撤離檔主及公眾人士妥善照顧，以減少混亂及走失機會。 

  



附錄五 

場地管理 

 

場地範圍及設施保護 

 場地範圍以膠帶圍上(通道出入口除外)以之識別，及確保活動在指定範圍內

舉行。 

 活動不會破壞場地任何設施，包括路面、天橋結構、路牌、路邊圍欄、交通

燈等公共設施。 

 會確保活動不會對行車路及行人道造成阻塞。 

 

通道出入口及指示牌 

 場內預留多條闊行人通道，各熟食檔前另額外預留 1.5 米空間，以配合雙向

人流措施，確保行人道暢通無阻。 

 場內外顯眼位置貼上「出路」及「廁所位置」指示牌，向在場人士作出適當

提示。 

 指示牌位置不會阻擋行人或行車視線，亦不會阻擋任何道路指示牌。 

 

消防安全 

 確保舉行活動前取得消防處處長簽發的《消防證明書》。 

 會按照消防處指示及規定，在場內放置足夠的手提滅火裝備。 

 場內確保有足夠及暢通無阻的通道。 

 場內只用電燈照明。 

 不會阻塞緊急車輛通道，妨礙救援車輛，以及任何消防龍頭及地掣等消防設

施。 

 場內不會裝設易燃飾物，不會售賣及擺放氫氣球，以及鋪放的電線不可阻礙

通道。 

 場內外顯眼位置貼上「出路」指示牌，向在場人士作出適當提示。 

 

人群管理 

 本團體每天安排了約 20 位工作人員控制人流及場內秩序，以及處理突發事

情，例如糾紛及防止其他無牌小販進入會場，並負責攤檔衛生管理及人流管

制，當日的流程及人手安排將會放在附件一及二以供參考。 

 場內會由提供急救服務團體當值。 

 

場地清潔、垃圾及污水處理 

 會邀請食環署提供足夠大型垃圾箱，並且會安排人手妥善處理及收集垃圾。

同時，亦確保妥善收集及處理污水，不會傾倒於街上排水渠口。 

 場內設置足夠有緊密封蓋的垃圾桶，以裝載等待清倒的垃圾和廢物。 

 安排工作人員巡視場內地方，及要求各檔販須協助清理場地垃圾，以保持地

方清潔。 

 在活動完結後，會確保清理及還原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