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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鄧家彪不滿政府遲遲未改善偏遠村落的
供水問題，計劃在周三立法會大會上提出質
詢。水務署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當局會定
期檢討偏遠鄉村供水的情況，在過去10年已為
18條偏遠鄉村完成自來水供應系統。
水務署在書面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

目前全港的自來水供應系統覆蓋率約為
99.9%，而當局會因應地區之的體發展、規劃
及人口，考慮規劃相應的配套設施及服務，如
運輸道路、排污、供水網絡等設施。某部分偏
遠的鄉村，由於人口稀少或沒有大型發展，當
局在這些區域規劃的供水設施時，除了研究技
術可行性，也要考慮其他因素，包括是否有其
他水源、原水的水質、成本效益以及用水量會
否偏低，導致食水在水管內長期停流不動而可
能令水質容易變壞等。

民署維修「原水」食署監察化驗

水務署續說，目前部分偏遠鄉村由於上述不
同原因，仍未有供水網絡等一般的市區設施，
但有「原水」系統供應溪水或井水作生活用
途。這些原水供應系統沿用多年，由民政事務
總署負責維修保養。食物環境衛生署也會定期
監察及安排化驗原水水質，確定這些村落的原
水是否適宜飲用。
儘管如此，水務署一直關注並定期檢討偏遠

鄉村供水的情況。過去10年，政府已為18條偏
遠鄉村完成自來水供應系統。過去3年，該署
並沒有收到因溪澗乾涸而向該署求助的個案，
但曾收到離島民政事務處轉介2宗有關偏遠鄉
村原水供應中斷的個案。該署職員到場視察
後，證實附近溪澗並無乾涸。
目前，位處大嶼山南面海邊的大浪村的村

民，使用離島民政事務處的「原水」系統供應
溪水作生活用途。當局將在大嶼山二澳村附近
進行的更換食水管工程，目的是更換老化的食
水管，從而改善目前食水供應網絡的狀況，以
及為現有用戶提供更穩定的供水服務。

大嶼山大浪村的歷史可追溯到清

朝康熙年代，更擁有美麗的海灘，

及一所全港唯一的螢火蟲館，但由

於交通不便，平日甚少人到訪。大

浪村村長張樹根希望當局改善當地

的交通，發展該區成為香港的特色

景點。

近年，內地「個人遊」越來越

「遠離」購物區，深入到香港各區

發掘「本土特色」，特區政府及旅

遊發展局遂大力推動有香港特色的

景點。大浪村的歷史可追溯到清朝

康熙年代，極有本地特色。但交通

非常不便，進出沒有車路連接，令

該區無法發展成為特色旅遊景點。

草多路遠 村民「偷渡」市區

張樹根早前帶 記者，由芝麻灣

監獄旁一條荒廢的山路徒步走入該

村，山路雖然不太崎嶇，但沿途雜

草叢生，還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斜

路，步行時間近兩個小時，即使年

輕力壯者也行得氣喘如牛，而在南

丫島海難事件發生後，海上交通的

規管收緊，村民都要偷偷乘坐「街

渡」到長洲才可以到達「市區」，

「有時婆婆要出外睇病，就會十分

麻煩」。

村設港唯一螢火蟲館

張樹根指出，該村歷史悠久，有美麗的海

灘，可以發展成為特色旅遊景點。數年前，一

位澳洲人看中了該村的優美環境，在該處舉行

大型的「泥漿摔角」，其後「越搞越大」，在該

名澳洲人離開後，活動就由村民負責，但他們

發現該處有不同種類的螢火蟲，為免影響到當

地生態環境，於是「拒絕再玩」，他們更成立

了香港唯一的螢火蟲館。不過，由於當局拒絕

開拓車路，水路又「此路不通」，加上欠缺食

水，無法吸引遊客到訪。他們希望當局改善村

落交通，吸引更多遊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樓下閂水喉！」樓下開食水喉，樓上就斷

水，香港上一代人對此絕不會感到陌生，反映

了當年食水短缺嚴重的問題。今日，經濟迅速

發展，港人生活質素已大幅提升，令人以為當

年「缺水」已不復再，但原來19條偏遠鄉村約

7,000居民，至今仍未有自來水供應，只能靠

「原水」生活，「慘上加慘」的是，當未沒有

妥善管理有關設施，原擬進行的改善工程更一

擱10年，導致儲水池被大量沙石堵塞，令儲水

量大減，居民長期要飽受缺水之苦。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鄧家彪將於周三立法會大會上提出質

詢，要求當局正視及解決問題，讓村民可享

「安樂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人現在扭開家中的水龍頭，即可輕鬆享用到乾
淨的食水，但目前全港共有19條偏遠鄉村的居民

就沒有那麼好運，位於大嶼山大浪村是其中之一。鄧家
彪早前和大浪村村長張樹根，親身帶同傳媒到大浪村了
解情況。

儲池面積小積沙水更少

張樹根指出，該村的生活條件十分差，尤其是飲用水
源方面，村民都要採用「原水」，即未經處理的水。當
局雖在山腰興建了一個儲水池，但沿途山路布滿雜草，
儲水池也面積不足，加上時常有沙泥堆積，令儲水量
「買少見少」，在遇上乾旱，以至過年時節全村村民回家
度歲時，食水根本不足以應付他們的需要。
在大浪灣開設士多的居民炳嫂表示，政府在半山興建

了一個儲水池，為居民提供「原水」，但該儲水池面積
細小，加上當局日久不清理，令水池堆積了大量沙泥，
「越縮越細」，白白令「原水」流走，令村民不時缺水。

村民嘆大時大節無水用

她續說，該村共有40多戶約200多名村民，雖然大部
分已經搬到市區，但「如果平日村民少，水是可以應付
得來的，但到了新年等大時大節，全體村民都會回村，
『村中間』已經水量減少，到『村尾』更會變成黃泥
水，甚至無水可用」，希望政府即使無法為居民駁喉提
供自來水，也應改善儲水池，例如加大水池的面積及深
度等，並定時清理沙泥，讓居民可以有足夠水用，不要
迫年老村民走到老遠「擔水」。
鄧家彪指出，根據水務署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香

港住戶的食水供應「已達到99.9%」，即仍有約7,000港
人沒有自來水的供應，包括大浪村等村民都要依賴
「原水」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又指立法會規劃地政
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早於10年前曾審議「新界餘下偏遠
鄉村的供水事宜」文件，其中列出香港19條沒有自來
水供應的偏遠鄉村，包括大嶼山的大浪、二浪、二
澳，以及蒲台島等，並表明會逐步開展改善工程，但
當時遇上金融海嘯，令計劃就此擱置，「這一擱就10
年時間，亦沒有人再記起這班居民」。

倡庫房「放水」居民飲「真水」

他強調，當年政府因金融海嘯而擱置改善工程，「冇
說話好講」，但現在政府庫房長期「水浸」，就應該「放
一放水，讓居民有真水用」，尤其水是所有人的必需
品，在香港這個極為繁榮的城市，竟然會出現「有人無
水用」的情況，實在匪夷所思，故自己將於周內的立法
會大會上提出書面質詢，迫使當局正視居民的困苦，作
出正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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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池塞工程拖10年 鄧家彪提質詢促解決

7,000村民難飲「安樂水」

■張樹根(左)向鄧家彪講解儲水池的水質，指

水池堆積沙泥。 鄭治祖攝

■炳嫂向鄧家彪（右）反映，盼盡快解決供水問題。

鄭治祖攝

■鄧家彪（左一）視察村內居民生活情況，與婆婆傾談

生活細節。 鄭治祖攝

■鄧家彪（左一）與大浪灣村長張樹根了解儲水池情況。 鄭治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