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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 警務處 康文署 環保署 房委會 職安局

日組合SIRO-A 9月來港玩電激

環署書展宣傳自備購物袋

科學館周六講座 談環境可持續發展

童夢成真護自然 尋覓海龜終結緣

房委職安局研討會推工地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房委會與職安局日前合辦「工程和物業管理工地

安全研討會2014」，推廣工地安全信息。研討會以〈風險評估做得好，工地安全
可提高〉為主題，鼓勵業界重視風險管理，制定精確的安全措施，消除工地常見
風險。大會邀請建造業、物業管理、潔淨服務業等專業人士，向逾600名從業員提
供工地安全資訊。大會期望透過每年一度的研討會，向業界推廣最新及最實用安
全資訊，同時提醒業界安全施工的重要性，強化從業員安全意識，締造零事故的
工作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研究資助局將於本周六（26日）在
香港科學館舉辦本年度第二次講座，專題為「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邀得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系主任伍美琴、香港科技大
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陳光浩，分享研究成果及知識。
伍美琴會以〈可持續發展之道—建築環境〉為題，討論「以自

然和以人為本」發展觀，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經濟增長與長遠發展之
間的關係。陳光浩以〈尿液源分離—未來城市發展的關鍵〉為
題，介紹尿液分離的重要性、需要性、可行性及目前研究進展，以
及探討對居民生活與城市發展的影響。講座將於當日下午2時30分
至4時30分，假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免費入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宣傳明年初
全面推行的塑膠購物袋收費，並鼓勵市民自備購
物袋及減少使用膠袋，環保署今年再次於香港書
展會場內舉辦宣傳活動，歡迎市民到場參與。由
即日起至本月22日，活動在香港會展中心3號展
館第3B-A27號攤位舉行。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將於明年4月1日全面擴大至所有零售界別。屆
時，所有貨品銷售點均不可免費派發塑膠購物袋。
除了一些因食物衛生而獲豁免的情況外，市民如欲
索取塑膠購物袋，須繳付每個至少0.5元的費用。
為使業界提早準備，署方透過是次活動加強宣傳，

並讓巿民及早適應，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

設展板電腦遊戲再造手作坊
宣傳活動設有展板及電腦遊戲，讓市民進一步

了解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詳情，並設有「自
拍角」。市民可在繽紛的布景板前自拍，支持自
備購物袋。去年深受大小朋友歡迎的BYOB吉祥
物會換上新裝，再次到場與參觀者見面及合照。
活動特設升級再造手作坊，導師會帶領參加者善
用廢棄的紙盒、地毯及布碎製作精美的筆盒，把
廢物變成實用用品。場內亦設有活動宣傳展板，
介紹其他「生產者責任計劃」。

■環保署安排BYOB吉祥物在攤
位與參觀者見面。

■研討會上，支持機構代表及講者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康文署主辦的「多媒體無
限」系列將於9月中至11月初期間推出3個由本地及日本跨
媒體藝術家精心創作的多媒體藝術節目。來自日本的型格
組合SIRO-A將率先於9月12日至14日在上環文娛中心劇
院演出，6名成員會以舞蹈、喜劇及影子偶戲等表現手法與
科技投影作現場互動，帶來多媒體形體劇場《電激玩樂
園》。
是次演出將帶領觀眾穿梭於如夢似幻的虛擬世界之中，
並糅合SIRO-A自創神乎奇技的影像投射、燈光動畫、令人
驚歎的激光效果及強勁的電子音樂節拍，創造出一幕幕視
覺幻象，為觀眾獻上一場極具視聽享受的「聲」「光」感
官盛宴。

本地薑Nerve10月演《一九八四─電影歌劇》
本地藝術家Nerve將擔任導演，聯同多個來自不同界別的
藝術家，於10月10日至12日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
場為觀眾呈獻《一九八四──電影歌劇》，並以〈自由在
於可以說2+2=4〉為主題。劇中角色會穿梭於現場及影像
之中，跳躍於1984年與2014年之間，以新唱法悼念日漸消
失的語言。
至於本地表演團體盒子第十五面則由10月31日至11月2
日，於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上演音樂劇《星期天創世
紀》。故事以納博科夫自傳為引子，探索童年的回憶、蝴
蝶、棋局及權力與藝術之間的角力關係，並以音樂、文本
及戲劇動作貫穿整個演出。各場節目門票現於各城市售票
網發售，查詢節目詳情，請電：2268 7323，或瀏覽www.
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multi_arts/
group_54.html。

■日本型格組合SIRO-A於「多媒體無限」系列演出《電
激玩樂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35名傑出參賽者在
「恒生銀行協助警方撲滅青
少年罪行比賽2014」中脫穎
而出，獲選為滅罪大使。各
優勝者將參觀多個警隊部
門，加深對警隊工作的認
識，從而協助撲滅罪行。此
外，他們當中21人更獲安
排於8月前赴澳洲交流。一
眾各滅罪大使早前在警察總
部舉行的頒獎典禮上，接受
署理警務處處長馬維騄及恒
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李慧敏頒發獎牌及獎學金。

馬維騄讚為港安全獻力
馬維騄在典禮上讚揚他們
表現卓越，並指出比賽使他
們對各種青少年罪行有更深
入的了解，滅罪意識亦得以

提高，為香港成為全世界最
安全的城市之一出一分力。
馬維騄預祝前往澳洲的21
名代表有一個豐盛之旅，並
鼓勵他們把握機會，與當地
青年交流滅罪心得及兩地文
化。
該項2年一度的比賽由警

務處主辦，於1975年首次
舉行，並由1994年開始獲
恒生銀行贊助。今年主題為
〈同心．齊滅罪〉，主力宣
揚「抗毒」、「反盜竊」及
「反暴力」三大信息，吸引
了近29萬人次參加，打破
歷年紀錄。得獎者均通過3
個階段連串考驗，包括網上
滅罪遊戲、問答比賽、新聞
閱讀報告、寫作、青少年罪
行專題研習、領袖才能測試
及面試等項目評估。

■馬維騄、李慧敏與比賽優勝者合照。

加入漁護署近20載、一直從事保育工作的陳堅峰表示，
上世紀40年代正值日軍侵華，香港大部分山頭都是

「光禿禿」的。戰爭時期，日軍不准人在山上躲藏。重光
後，港府開始派員徒手拿樹苗到山上種樹，讓香港動植物有
理想的生態環境。

盧氏小樹蛙鬥魚鮑氏雙足蜴港獨有
陳堅峰表示，香港雖然五光十色，但城市與大自然其實

相隔不遠。繁華背後，秀麗的大自然景色與形形式式的動
植物近在咫尺，充分反映香港的「生物多樣性」。陳堅峰
說，從前有人指，英國「生物多樣性」繁多，其實位處亞
熱帶的香港更多。不說不知，香港單是鳥類便已有520
種。盧氏小樹蛙、香港鬥魚、鮑氏雙足蜴等約10個品種的
生物，更只屬香港獨有，後者基本上只會在3個島上出
現。

郊外拍片上載YouTube介紹
他指出，現時香港約40%生物受法例等不同形式保護，

漁護署過去做了不少保育工作。例如，2002年開始進行全
港性生態調查計劃，定時更新並了解本港「生物多樣性」
情況，再因應情況加強保育計劃，並建立資料庫。此外，
漁護署會到郊外拍片放上YouTube，讓市民掌握更多。即
使乘車的時候亦可以觀看片段，「因為『生物多樣性』很
難以文字形容，透過片段向市民介紹最實際。」
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全球多個國家於1992年制定

《生物多樣性公約》，並於1993年開始實施。陳堅峰表
示，中國已於年前加入成為公約國，公約於2011年5月開
始適用於香港。他表示，2015年所有公約國都將制定一份
《生物多樣性策略綱領》（下稱：《策略綱領》），並推
出措施加強保育工作，遏止生物繼續損失的情況。

他表示，公約建議由所有持份者一起制定《策略綱
領》，故香港已於2013年6月成立3層委員會架構，由督
導委員會、3個工作小組及12個專題小組組成，為計劃整
體方向及發展提供意見，檢視保護香港生物多樣性議題、
確立優先次序，並向政府建議切實可行的策略及行動計
劃，「小組已開過多次會議，亦已舉辦巡迴展覽及專題討
論，希望提升市民意識。」他預計，今年年底會做好初步
工作，期望明年年初就《策略綱領》進行公眾諮詢。

看圖難入腦 睇摸聽嗅識物種
他認為，要認識香港的「生物多樣性」，不僅只是學習，
而是要看得到、觸摸得到、聽得到及嗅得到，「只是看看圖
片，是入不了腦袋的。」他續稱，人類都是自然一部分，市
民必須到戶外親近大自然，例如觸摸一下蝴蝶等昆蟲與小動
物、聽一聽鳥聲：「這樣才可以認識大自然！」漁護署自然
護理主任莫小欣舉例指，濕地公園同事做了很多推廣工作，
例如導賞團、義工、訪客中心等，「讓市民進一步認識香港
有甚麼物種，以及牠們面對甚麼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聶曉輝）過去數十
年間，香港由昔日的漁

港慢慢發展至今日大廈林立的現代
化城市。然而，繁華背後，本港的
大自然景色與動植物其實近在咫
尺。有賴漁護署人員默默耕耘，作
出不少保育工作，市民才能享受美
麗的香江。漁護署高級自然護理主
任（生物多樣性）陳堅峰表示，該
署正與環境局及環保署着手制定香
港第一份《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
計劃》，為2015年至2020年如何
保育香港「生物多樣性」提供行政
及規劃指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年
少時已熱愛大自然的陳堅峰，1996年
底加入公務員行列，成為漁護署一分
子，夢想成真。相信不少人讀書時上
作文課，也遇過〈我的志願〉這個題

目，原來陳堅峰中學時的志願便是希望長大後成為
郊野公園管理員。現時陳堅峰更有份策劃保育工
作，「能夠保護大自然，我感到十分開心。」他又
透露，過去多年工作當中，最難忘的是與海龜的一
段緣。
香港於1990年開始在赤鱲角興建新機場，陳堅峰加
入漁護署後首項工作，便是要找出棲身於赤鱲角一帶的
盧氏小樹蛙，再替牠們進行人工繁殖，然後把牠們放到
適合生長的地方，重建家園。他說：「這是世界上一個
非常成功的保育例子。」

放學通山跑 愛上大自然
其後，陳堅峰先後擔任濕地公園保護動物、處理

環評等工作，2009年開始參與「生物多樣性」工
作。他表示，自己在鄉村長大，小時候便接觸大自
然，「放學不是讀書做功課，便走去通山跑、摘野

果、找昆蟲，對大自然十分有興趣。」他又指，小
時候家住元朗，經常到大欖郊野公園，「現時都會
去那裡做調查工作，其實都沒甚麼轉變，只是樹木
都長大了。」

居山野住帳幕 幾年無緣見龜
多年工作經驗中，1998年開始參與的海龜保育計劃令
他最為難忘，「當時南丫島有海龜出現，並在沙灘上產
卵，我們的工作便是要找出牠們，再跟進調查。」他指
出，當時常與同事帶同帳幕旅居山野，由於海龜產卵季
節為盛夏，要面對炎熱及蚊叮蟲咬，工作十分辛苦。最
初幾年都見不到海龜，令他深感失望，「我同事有見
過，我卻遇不到。」

深夜獨巡察 終喜見巨龜
他憶述指，直至2002年某一天，當時他與數名同

事再前往找海龜，半夜一時許，仍見不到海龜的蹤
影，「由於海龜出沒時間多為午夜約12時前，一點
鐘都未出現的話，應該很難遇上。」不過，他並沒
有死心，着同事先睡覺，自己獨個兒於深夜2時許再
巡一次。可惜在海灘邊走一趟後，仍是遍尋不獲。

正準備失望而回之際，卻突然聽到「沙」一聲，赫
然發現一隻巨大的海龜近在咫尺。
他說：「我當時十分興奮，但不敢動彈，因為海龜

到沙灘覓地產卵時，只要感到少許危機便會逃走，所
以我們不能發聲、亦不能有燈光照明。牠專注產卵期
間則另作別論，那時候就算你嚇牠，牠也不會走。」
陳堅峰表示，他當時要不動聲色地伏下，再向後爬
走，「我回去跟同事說，有海龜回來了。他們初時還
以為我在做夢。」

「勿與大自然脫離關係」
陳堅峰遇上的巨型海龜，後來被稱為「海龜一

號」。因為當時陳堅峰首次應用從外國學到的技
術，把一個裝置器放在海龜身上，以偵測牠的行
蹤，發現原來「海龜一號」居於海南島一帶，但卻
選擇來香港產卵，「海龜是很有趣的動物，牠的寶
寶出生後，竟然懂得自動游去媽媽的原居地，但又
會準確地找到出生的沙灘回來產卵。」他補充，為
免裝置器一直黏在海龜身上，該裝置器於一段時間
後會自動脫落。陳堅峰又寄語市民：「不要與大自
然脫離關係，盡量多接觸大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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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堅峰認為，要認識香港的「生物多樣性」，不僅只是學習，而是要看
得到、觸摸得到、聽得到及嗅得到。 莫雪芝 攝

■海龜一號。

35人膺滅罪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