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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有機食品認證
港閩合建「綠食」Q嘜

黃
楚
恒 ■3838歲的黃楚恒已歲的黃楚恒已

參與福建省政協工作參與福建省政協工作
77年年。。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擔任香港中成藥商會主席的黃楚恒
(Stanley)，今年只有38歲，但想不到，
年紀輕輕的他，已參與福建省政協工作
長達7年，算得上是「資深政協」了。

回想7年前，當時自己只有31歲便初
次擔任福建省政協，心情真是很緊張，
「以前都是跟在前輩後面，抱着一個學
習的態度，擔任政協後，一切都要自己
面對，但感覺很幼嫩」。

請教前輩 無向母兄偷師
黃楚恒的母親是中華總商會婦委會

副主席、厦門市政協委員黃周娟娟，
哥哥黃楚基是華孚石油董事總經理，

又是廣州市政協委員，對政協的工作
相當熟悉，但Stanley說沒有向他們偷
師，「我無問他們呀！但就有向前輩
們請教」。

「我初時唔知可以提案，事前沒有
任何準備，到了福建後，才知道新任
委員都可以提，於是立即利用開會的
數天時間，完成了首份提案。由於只
是手寫，並沒有留底，只記得議題圍
繞在食物安全範圍內。」經過 7 年來
的學習與磨練，他表示，如今，自己
提的建議經常獲得福建省領導的認同
和讚賞，有多個提案還獲選當地的「A
級」提案呢。

愛家「多仔公」孖胎將誕生
除了是「資深政協」，黃楚恒還是一位

愛家的「多仔公」。由於公務繁忙，須時
常離港工作，但他說會不時提醒自己，無
論公務如何忙碌，仍然需要作出平衡，盡
量騰出時間陪伴家人。

原來，Stanley的太太剛懷了孖胎，預產
期在今年6月，其中一個BB得知是囝囝。
太太今次已是第三胎，加上早前已經有2
名子女，他快將成為4名小
朋友的父親了。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記者 鄭治祖

年近不惑資歷深 提案屢奪「A級」

■黃楚恒建議，引入國際認證檢測標準，提高
有機農產品競爭力。圖為其辦公室有不少認證
檢測獎項。 黃偉邦 攝

■黃楚恒力倡廈門辦符合國際水平的專業獸醫學
院，迎合內地飼養寵物潮。 黃偉邦 攝

■黃楚恒與王美香副省長合照。 資料圖片

■黃楚恒出席福建省人大會議。 資料圖片

■黃楚恒考察時留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鄭治祖）內地飼養寵物日趨流行，
視小寵物為家庭成員，主人對其疾
病、保健、飲食，以至權益福利亦日
漸關注，令獸醫及寵物護理服務的需
求甚為殷切，但目前內地乃至香港都
面臨獸醫人才短缺。黃楚恒在訪問中
表示，自己早已留意到有關問題，並
建議福建省可考慮於廈門市興辦一所
符合國際水平的專業獸醫學院，迎合
內地飼養寵物的新趨勢，為市場輸送
專業獸醫人才。
黃楚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
專刊訪問時表示，隨着內地居民的生活

質素提升，近年內地飼養寵物的人數亦
極速攀升。根據北京市養犬辦數字，
2006年北京市登記年檢犬55萬餘隻，
而全市寵物狗數量已達100餘萬隻。同
時，廣州、上海等大城市飼養寵物的家
庭數目亦有逐步上升之趨勢，對專業獸
醫人才的需求不能小覷。

學院提供專業研究平台
他指出，香港現時並無大專學院開辦

獸醫學士學位課程，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均需外求。其實，獸醫課程對公共衛生
產生巨大作用，不少新型的傳染病如
SARS、禽流感等，均源自果子狸、禽

鳥等傳播，獸醫課程並非單為小貓小狗
診病，而是集中研究公共衛生，興辦獸
醫學院的目的，並不純為寵物主人服
務，亦為公共衛生課題提供一個專業的
研究平台。
黃楚恒認為，福建省政府可考慮於廈

門市興辦一所符合國際水平的專業獸醫
學院。而要令獸醫學院達致國際級水
平，必須要從師資及課程設計着手。他
表示，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美
國康奈爾大學、悉尼大學及墨爾本大學
均設立了獸醫學院，學院歷史悠久，發
展模式值得借鏡。最直接的方法，是選
定一所大學以合作發展，參考其學院編

制、課程設計、收生制度等，並邀請其
教員擔任客席教授。
在課程內容方面，他建議可涵蓋：公

共衛生、傳染病學、寵物保健、野生動
物醫療、魚類醫療、禽畜繁殖學、動物
解剖學、藥理學及病理學等各個不同規
範，讓學生自由選修。

盼吸港生 提升全國水平
黃楚恒認為，在廈門市開設獸醫學
院，不但旨在培訓福建省內具執業能力
之獸醫，亦期望藉此吸納內地及香港等
城市有志成為執業獸醫之學生，從而全
面提升全國動物科學的水平。

兩地缺獸醫人才 倡辦學院迎「寵物潮」

籲閩中學效港 聘外籍英語師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 鄭治祖）隨着國際商貿往來日益
頻繁，英語成為一重要國際語言，然
而，現時內地的學生，除了在英文課
堂外，平時一般很少機會使用到英
語，大部分家庭也絕少以英語作日常
溝通。黃楚恒指出，在缺乏英語語境
的情況下，學生要學好英語殊不容
易。為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他
向福建省建議，可效法香港推行「外
籍英語教師計劃」，於公立中學聘請
外籍英語教師到校任教，藉以提升中
學生的英語水平。

營造較佳語言學習環境
黃楚恒在訪問中表示，為加強香

港學生的英語能力，香港教育署於
1998年9月開始，分別為官立及津
貼中學提供一項以英語為母語的英
語教師計劃( NET Scheme )。推行

計劃的目的，期望英語教師能為學
校，營造較佳的語言學習環境、為
學校提供英語運用的資源，以及引
進海外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協助
推行校本教師專業發展的工作。該
計劃下的英語教師，通常以為期兩
年的合約形式受聘，除基本薪酬
外，還有約滿酬金、房屋、醫療津
貼等，以吸引更多英語教師申請職
位。
他表示，根據香港的「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於1998年10月
至2001年6月期間進行的一項研究結
果顯示，所有持份者，包括英語教
師、本地英文科教師、學校管理層、
學生和家長，均認為英語教師能發揮
積極作用，使學校的語言環境更多樣
化，並能為學校提供更多類型的教學
方法。研究亦證實在中學推行的英語
教師計劃具有成效。港府亦在2002至

2003學年起，把計劃延展至小學，受
聘的英語教師人數亦逐年增加。

外籍英師提升學生興趣
黃楚恒指出，根據香港的經驗，

外籍英語教師對提升學生對英語的
興趣有明顯成效，令學生敢於以英
語發問，他建議福建省教育廳可以
參考香港的經驗，出資為公立中學
聘請外籍英語教師，加強校園內英
語學習的氛圍。要吸引優秀的英語
教師，願意到福建省任教，除提供
具競爭力的薪金外，良好的教學及
生活環境亦同樣重要，由於香港對
聘用外籍教師已經擁有一定的經
驗，大可以向香港借鏡，取長補
短，將有關的計劃優化。
黃楚恒又認為，雖然有關計劃或

會為當地教育廳帶來較大的額外開
支，但所帶來的裨益實在不少。

■黃楚恒與父親黃光漢，於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門外留影。 資料圖片

福建省現代農業及有機農業近年發展迅速，有機農產市場更面臨龐大商機。身為福建省政協委員，已故全國

政協常委黃光漢的兒子、泉昌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黃楚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建議，嚴

格制定及執行有機食品的認證工作，並引入國際的認證檢測標準，進一步提高有機農產的競爭力，以迎合全球

高速的需求增長。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食品驗證工作已相當先進，香港可把握有關機遇，利用在有機食品

認證的經驗，與福建合力打造當地的有機農業「Q嘜」品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刋記者 鄭治祖

黃楚恒在訪問中指出，根據WTO等國際組織的研究，
有機農產成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產業，年增長率達

20%至30%，全球有機市場值預計為1,000億美元。而福建
省近年除了在工業、服務業等產業方面取得長足發展，亦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積極作出調整，並取得較大成效。

升農產競爭力 迎全球需求增
他表示，當地高優農業近年不斷發展，目前，食用菌、
茶葉、水果、蔬菜、烤煙、花卉等經濟作物，已發展成為
農業的優勢產業。當中生態農業和綠色食品更成為福建省
農業發展的一大特色和優勢，全省無公害農產品種植面積
達到90多萬畝，綠色食品標誌使用權達到245個，種植面
積近80萬畝。基於福建省有機農業生產的基礎理想，他認
為福建可進一步提高有機農產的競爭力，以迎合全球高速
的需求增長。
黃楚恒以泰國的有機食品產業發展為例，指泰國的有機
農業始發於上世紀80年代，但泰國當時並無有關有機農產
品的相關機構，對有機農產品的概念亦認識不深。泰國第
一間私營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泰國有機農業認證中心」
直到1995年才正式成立，並制定了泰國第一部私營有機農
產品的種植標準，為所有有機農業生產及加工提供專業的
認證和指導。2001年，認證中心更參照國家標準，以及國
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基本標準制定了自己的認證標準。
近年，有機農業在泰國更得到大力的提倡，不同的有機農

業機構和組織，不同的有機農業生產項目相繼開展。

以泰為例 拓有機食品好處多
他表示，雖然泰國的有機食品認證管理雖未至於發展得
相當成熟，但隨着當地政府對有機農產業發展的決心及投
入，可以預視泰國的有機食品發展將更趨蓬勃。他認為，
大力發展有機食品可帶來諸多好處，如推動本土產品順利
進入國際市場；培育長期穩定的內地有機食品消費群組；
提升內地農業的技術水平。而福建同樣是農業產業發展蓬
勃，泰國的認證體系值得福建借鏡。
黃楚恒指出，縱然中國綠色食品標誌商標的品牌，影響力
已不斷在國際間提升，但「綠色食品」卻劃分為A級(容許限
量使用規定的化學物料)和AA級(等同於有機食品)，總有層次
上的差距。福建要進一步開拓有機食品的國際市場，必須先
嚴格執行有機食品的認證工作，並進一步引入國際的認證檢
測標準，如ISO、IFOAM等，令「綠色食品」標誌更受國際
社會認同。

倡閩技術財政支援農民
因此，他認為，福建省亦應積極在技術培訓、財政支援
上給予協助，讓農民樂意嘗試有機耕作，生產更多高品質
的有機食品。他又指出，目前香港在食品驗證技術相當先
進，兩地可以建立互助的渠道，將香港的驗證技術，引入
福建省，合力打造一個福建Q嘜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