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廣東省食安辦近日
公布126款鎘含量超標的大米名單，除令內地民眾擔
心食米安全，由內地進口至本港食米安全問題亦受
各界關注。本港「糧油大王」、港九粉麵製造業總商
會名譽會長李廣林表示，內地食米需要通過食安部
門安全檢測，才能出口到本港，所以本港食米沒有
安全問題。他又指，即使有內地民眾來港「搶米」，
本港有逾3萬噸儲量，故供應及價格都不會受影響。

廣東省食安辦早前公布鎘超標的食米主要來自湖
南、廣東、廣西、江西等地，根據工業貿易署資料
顯示，內地進口食米只佔全港進口食米的9%，比例
遠低於佔48.7%的泰國食米及36.4%的越南米。李廣
林表示，本港進口的內地食米多數來自東北，所以
供應不會受公布影響，而所有進口到本港的食米，

均需要通過內地食安部門的安全
檢測，才能獲得出口批文，所以

能夠來港的食品，都是通過國家安全標準，可以安
全食用。他又指，雖然本港當局不會檢測進口食
米，但會在市面上對食米進行隨機抽樣檢測，而現
時亦未發現任何「毒米」流入本港。

3萬噸儲糧 每人僅限帶15公斤
近日網上流傳有內地旅客來港購買食米帶回內地，

令有人擔心會出現內地人來港「搶米潮」，李廣林
指，至今未見到有大量內地旅客來港買米，即使有部
分較為謹慎的旅客購買食米出境，根據本港法例，每
人只可帶15公斤食米出境，所以不擔心會出現大規模

「搶米」的情況。另外，他又指，本港有儲糧制度，
目前本港有逾3萬噸食米作儲糧，如出現任何突發情
況，亦不會對食米的供應及價格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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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指父親和藹風趣 學者倡食飯「吹水」增溝通

嚴父不流行 港童愛鬼馬爸

業界指五豐行肥牛「食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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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
府於上周公布「資源循環藍圖」，期
望透過垃圾徵費、生產者責任制等措
施，再配合公眾參與和堆填區、焚化
爐等基建設備，期望10年內將都市固
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少40%。有環保
團體關注藍圖㠥重垃圾徵費，若徵費
未能實施，本港或需多於一個焚化爐
處理廢物。有區議員期望政府提供誘
因，鼓勵中小企和市民減廢。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討
論「資源循環藍圖」未來的實行情
況。世界綠色組織政策倡議經理黃俊
賢認為，政府今次所訂的減廢目標進
取，但擔心政府現時政策只靠垃圾收
費，若推動不到收費，或未能做好減
廢，屆時政府又可能需要花費大筆開
支，建造不只一個焚化爐，對社會的
衝擊亦很大。

學者倡掘未分解物料騰空間

浸大生物系教授黃煥忠則稱，藍圖
中很多措施只屬自願性質，擔心市民
實際上未必落實得到。他認為政府如
希望推動減廢，需要制定政策和提供
誘因，將來應有法規配合，例如立法
推行垃圾分類。他補充，現時外國已
開始實行「堆填區採礦」，掘出經多
年後仍未分解的物料再作分類和處
理，有關堆填區土地可再次用作堆埋
垃圾，毋須再找新地方作為堆填區。

而一直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的西
貢區議員方國珊則認為，政府應在遠
離民居的外島處理廢物，以免影響市
民健康。她形容，今次政府推出的藍
圖與10年前的文件相比，僅屬舊酒新
瓶，更指政府資源比民間組織強，但
政府卻未有主動協調環保工作，以致
減廢和源頭分類成效不彰。

方國珊促供誘因助減廢

方國珊又指，現時很多大型屋苑都
設有管理費，當中有包括處理垃圾的
費用。她關注未來若實行垃圾徵費，
會出現雙重徵費的情況。她認為，政
府與其用18億元擴建將軍澳堆填區，
不如將款項向減廢市民提供獎賞，同
時亦可向實行減廢措施的中小企，提
供資助和稅務寬減等誘因。黃俊賢則
稱，若政府未來透過垃圾袋徵費，可
對垃圾袋使用量較少的市民收取較低
費用，吸引市民減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昨日於其個人網誌上，表明對推動本港公共博
物館改革的決心，強調為推動博物館長遠發展，必
須加強其公眾使命，訂立更明確的定位和目標，推
行措施改善營運，並且引入積極進取的市場推廣。

近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多個大型展覽，都
受到市民熱烈歡迎。曾德成形容，這些展覽無論在
內容以至策展形式，均得到不小回響，令政府有更
大信心，推動公共博物館改革。21世紀博物館共同
考驗，或許是既要追求革新，又要堅守本身的文化
使命；既要強調節目質素，也要努力開拓觀眾群。

社區參與方面，曾德成透露，當局將繼續「民間參
與」的發展策略，以更靈活多變的方式，提升博物館
的服務，創造更多合作平台與項目，強化和民間文化

組織合作，加深和擴大公眾參
與。因此，當局往後將與夥伴團

體合辦更多專題展覽，包括與本地收藏家合作，展出
他們的文物藝術珍藏，將藝術及文化歷史帶入社區，
擴闊博物館接觸面及增加民間參與等。

政府早前成立的3個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分別在藝
術、歷史和科學領域上，提供專業意見。曾德成透
露，委員會至今已討論了多個課題，包括博物館的
定位、未來5年業務發展策略、年度業務計劃、服務
表現指標、博物館教育的方向、培育新進藝術家的
計劃，及市場推廣和建立博物館品牌策略等。

曾德成又謂，3個博物館委員會在未來1年會集中
討論其他的重要策略，包括建立博物館品牌、擴闊
觀眾層面、加強與旅遊界的合作、推動贊助活動及
捐贈文化、加強與收藏家和不同界別的夥伴關係
等，希望為本港的博物館文化帶來一番新景象。

曾德成決心改革博物館

輸港米經檢測 儲量足不怕搶

現代爸爸重視親子交流

傳統父親的形象大多數是嚴肅和專制，
但新一代爸爸正慢慢改變自己在子女

心目中的形象。The East與香港小童群益會
於5月初訪問了1,143名年齡由8歲至15歲的
兒童，發現有28%受訪者指爸爸「和藹可
親」，另外有21%認為爸爸「鬼馬風趣」，表
示「專制嚴肅」的只有19%，「工作狂」及

「沉默寡言」則只有7%和5%。
另外，有49%受訪者指爸爸參與家庭活動

的次數是「多」及「足夠」，而「甚少」、
「偶然」及「沒有」的選項合共只有24%，

顯示現代爸爸更注重親子的交流。
劉紹麟認為調查說明了時移世易，現代爸

爸已洗脫了上一代父親一臉嚴肅寡言的形
象，現代爸爸重視家庭氣氛及樂於跟子女溝
通，於家中跟子女打成一片，喜歡搞笑，凝
聚和諧氣氛。另外，他認為親子活動的過程
比目標重要，並要讓小朋友作主導帶領親子
活動，容許小朋友放膽去玩及享受其中，爸
爸亦可以將自己的興趣傳給子女，過程中引
導子女的獨立思考，亦可增進親子感情，一
舉兩得。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黃克廉則建
議，爸爸可盡量把進餐時間變為「吹水時
間」，不論什麼話題都可以與子女「吹吹
水」，爸爸可於對話中了解子女面對世界及
社會的看法，更可透過輕鬆對話灌輸正確觀
念，但他強調，爸爸千萬別偏於批評，令子
女不敢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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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傳統父親嚴肅的形象，現今對小孩來說可能已經不合時宜，有調查發

現，有49%由8歲至15歲的受訪者，心目中爸爸的形象是和藹可親及鬼馬風趣，只有19%爸爸的形象是專

制嚴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紹麟表示，爸爸必須於有限程度上保持小男孩的特質，亦可將自己

的興趣傳給子女，過程中引導子女獨立思考，亦可增進親子感情，一舉兩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政府早前委任顧問研
究活牛市場的報告內指，本港獨家活牛代理商五豐行去
年活牛的毛利率僅6%，但業界由內地網站的活牛批發
價推算出，五豐行每擔肥牛的來貨價為3,097港元，而
批發予本港零售商的價格則高達4,690港元，差價為
1,590港元，相差逾50%。業界質疑報告的數字與實際不
符，未能全面反映市場情況。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促請當局開放本港活牛市場，引入競爭以打破壟斷局
面，令牛肉價格獲合理發展。

本港活牛最近年半以來8度加價，連番的加價令社會怨
聲四起，矛頭直指本港獨家代理商五豐行，認為是五豐行
壟斷市場，肆意加價所致。不過，根據食衛局委託顧問公
司所進行的巿場調查指，雖然五豐行的活牛營運毛利率曾
在2006年一度達到60%，但至去年，全年毛利率僅為6%。

稱來貨價與批發價差50%

全港新鮮牛肉零售批發商聯席會議發言人許偉堅認
為，報告的數字與實際不符。他舉例，由內地淘牛網與
黃牛網上所獲取的數據顯示，內地肥牛批發價每司馬斤

約為人民幣15.7元，連同運費、牛殼耗損所增加的成
本，以及人民幣兌換港元和單位的兌換，由此推算出，
五豐行每擔的肥牛來貨價為3,097港元，然而本地肥牛
批發價卻高達每擔4,690港元，較內地活牛來貨成本高
出1,590港元，兩者相差逾50%。他認為，由此得出，五
豐行毛利率僅6%的說法不合理。

許偉堅又批評，現時只有五豐行一家代理商壟斷內地
供港活牛的市場。據他了解，有多戶內地牛農因被五豐
行壓價，拒絕向本港供牛，以致供應商數目由以往50多
間，減少至現時約20間，亦令本港活牛售價較內地貴近
1倍，今年農曆新年起，港島區已有4間零售商因抵受不
了高成本價而結業，他們強烈要求政府開放活牛市場。
他稱：「政府將門關上了，客人想進來都找不到門口，
政府若再不打破壟斷局面，很擔心牛肉行業會遭『淹
沒』。」

王國興促開放市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以開放活豬市場的經
驗可見，開放活牛進口市場雖不代表能即時令牛肉價格

下跌，但可引入競爭，透過不同代理商之間的互相監
督，長遠能使市場價格更為合理。他會在明日舉行的立
法會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提出業界的分析與憂慮，
促請政府盡快開放活牛市場。

■王國興（右二）與業界促請政府開放本港活牛市場，

打破壟斷局面。 陳錦燕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