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
大
深
院
月
內
就
診
不
設
限

湖南冰鮮豬肉下月供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為加快釋放服務能量，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本
月舉辦「開放月」，絕大部分科室對就診人
數「不設限」，市民未提前預約，也可以直
接到醫院現場預約就診。據統計，首個工作
日醫院門診預約量就達4,622人次，單日提
高40%。皮膚科、耳鼻喉科、婦科等熱門科
室的預約量增幅均在一倍以上，而一向「一
號難求」的產科每天也額外增加30個號，但
只面向預產期在8月至10月的孕婦，並且需
要到門診樓三樓現場預約。
工作人員表示，為讓更多市民能看上病、

享受到港大醫院的服務，醫院各科門診都延
長了服務時間，中午只留半個小時吃飯。一
些科室也從病房抽調醫生支援門診，以優化
人手配置。
港大深圳醫院院長鄧惠瓊表示，醫院開業

三年來，整體運行順利，希望通過「開放
月」，全面放開就診渠道，讓更多市民體驗
醫院的優質服務，也為未來進一步開放更多
服務提供參考。開放月從8月3日起至8月31
日結束，因人手原因，醫院周日暫未開放專
科服務，但市民仍可到24小時開放的急診科
就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通訊員 林俊
湖南報道）據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消息，湖南
產冰鮮豬肉已正式通過本港食環署註冊，獲准入
港。此前湖南對港僅出口冷凍豬肉。預計首批對
港出口冰鮮豬肉將於下月啟運。
目前內地獲准供港冰鮮豬肉加工廠為5家。此

次獲註冊的湖南韶山三旺食品實業有限公司是內
地除廣東省外唯一對港冰鮮豬肉出口企業。香港
是湖南省主要的肉類出口目的地，但以往出口均
為凍豬肉。據統計，今年上半年湖南共出口香港
凍豬肉1.8萬噸。冰鮮豬肉出口價格比冷凍豬肉
高出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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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夢工場助港青拓內地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者 周曉敏 深圳報

道）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自去年12月開園，已經吸引近百創
業團隊入駐，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為香港團隊。日前，前海
厚德創業孵化器首屆團隊畢業典禮於前海夢工場創業學院舉
行，18個創業團隊經過半年的努力，順利從夢工場畢業，其
中包括11個內地團隊和6個香港團隊。
據悉，厚德是首個入駐夢工場的孵化器，也是前海深港青
年夢工場八大創業孵化器之一。香港團隊之一立體打印機公
司Printact代表致辭表示，進駐前海夢工場是最好最重要的決
定，這6個月不斷進步，並得到更多的資金與媒體曝光，成
功開拓了內地市場，令團隊更有實力，更強大，對未來充滿
信心。

東九龍設場所 助港人認識前海
厚德孵化器董事長、前海「夢想+」聯盟首任聯席主席

鄧永強表示，即使創業團隊畢業，亦會繼續作出支持，給大
家更具體的指導，並會發掘更多香港金融及投資人才，尋找
更多香港、深圳、硅谷資源，及政府的資源和資本支持。他
希望把前海的優秀特色及模式宣揚出去，令更多深港青年對
前海有更多了解，讓前海更能有力度、具體、直接及高效地
支持深港青年創業項目。他透露，為了讓更多香港團隊認
識前海，已經在香港東九龍設置場所，進行相關的宣傳培
訓。
入駐厚德的連客咖啡，旨在為深港兩地創業者提供開放式

的多功能服務場所。其創始人梁京同時也成立香港企業家俱
樂部，他表示，由於資金障礙及意識障礙，香港的生態凝聚
力不足，港人的創業精神也往往受風險規避及短視思維影
響，香港企業家俱樂部將連接香港的創業者及團體，對接各
地之間的創業資源，促進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構建富凝聚
力的創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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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供港菜擬試點海關免檢
當地嚴格檢驗 多年未現不合格

廣西賀州毗鄰廣東，地形平坦寬闊、氣候溫潤，清澈
的賀江水穿城而過，滋養出肥沃的土地。根據最新

的數據統計顯示，賀州目前的供港蔬菜種植面積約17萬
畝，產量一年達20多萬噸。

基地審批需檢測水土質
賀州市八步區是供港蔬菜基地的集中區域，2007年開
始，八步區被評為國家食品農產品出口示範區，開始啟
動出口農產品項目。「八步區的蔬菜出口基地備案的有
25.8萬畝，供往世界各地，其中供粵港澳的蔬菜佔六成
以上。」賀州市農業局蔬菜站助理農藝師胥宇建告訴記
者，目前供港蔬菜一年產量可達15萬噸。記者了解到，
賀州供港蔬菜基地以生產優質菜心、豆類、瓜果類蔬菜
品種為主，品種達20多種，港人餐桌上常見的苦瓜、絲
瓜大都來自賀州。
記者在八步區鋪門鎮看到，綠油油的田地裡掛滿了蔬
菜，因未到收穫期，所以田間農民極少。胥宇建說，並
非所有的農田都可以作為生產供港蔬菜基地，供港蔬菜
基地建設前，都要經過嚴格挑選並送樣抽檢，只有水
質、土壤達到相應標準，才允許設立基地。此外，基地
平常所使用的肥料，都是經農業等部門嚴格監督使用的

低毒有機肥，施肥時間、數量及肥料名稱等均有備案制
度。記者向賀州市檢驗檢疫局了解到，目前獲批有備案
登記的供港蔬菜企業只有3家，企業提交申請後，要從種
植管理、人員管理、農藥管理幾方面進行考察，這才算
進入供港蔬菜生產、供應的門檻，此外，檢驗檢疫局每
年都會對基地進行動態管理和核驗。

供港蔬菜安全程序繁複
自去年8月1日起，香港正式實施《食物內除害劑殘餘
規例》（以下簡稱《規例》），涉及農藥種類358種，涉
及食品農產品種類584種，設定農藥殘留限量標準7,158
項，標準均比以前規定嚴格兩倍。賀州檢驗檢疫局副局長
吳志勇告訴記者，從獲准種植到端上港人餐桌，供港蔬菜
需經歷十餘道工序。他還說，07年至今，賀州沒有出現供
港蔬菜檢驗不合格情況。
胥宇建告訴記者，目前供港蔬菜採用的都是有機農

藥，並採用綠色防控技術，確保低毒害、低殘留農藥。
此外，當地農業局還督促加工企業按照出口蔬菜訂單標
準，供港蔬菜產品精選包裝和冷凍保鮮，並定期對農民
進行培訓，推行出口農產品標準化種植、生產加工和出
口管理，嚴格控制農業化學投入品管理。正是多道嚴苛
的程序，確保了供港蔬菜從「田間地頭」到「餐桌」的
生態安全。
據了解，以往由賀州銷往香港的蔬菜，都是通過深

圳、東莞等地的中間商轉銷。賀街業旺蔬菜專業合作社
老闆黎業旺告訴記者，與香港公司合作後不僅使訂單穩
定，還減少中間的流通環節和費用。
黎業旺介紹，現在減免了很多手續，通過深圳的配送

窗口與港配送中心對接，整個流程走下來不到三天時間
新鮮的蔬菜就能端上港人餐桌。未來實現免檢後，本港
食物安全中心在文錦渡口岸對農殘等要素的抽檢環節也
會照常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蔣紹安 廣西報

道）近年來，利用天然的地理條件，加上交通

物流的發展，內地紛紛建立起供港蔬菜基地。

日前，記者就走訪了廣西最大的供港蔬菜基

地—賀州供港蔬菜基地。港人菜足、當地農業

發展的「菜籃子」工程讓兩地獲益匪淺。「市

場前景好加上高鐵的開通，今年來諮詢做供港

蔬菜的企業很多。」賀州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吳

志勇說。據悉，隨着供港蔬菜項目的紅火，賀

州當地政府也在尋求供港蔬菜的程序便利化，

賀州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吳志勇告訴記者，香港相

關部門此前赴賀州考察，雙方正商討中，擬在當

地嚴格檢驗的基礎上，試點海關免檢放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蔣紹安
廣西報道）作為八步區最大的供港蔬菜
企業，賀街業旺蔬菜專業合作社經營的
基地種植面積已超過一萬畝，老闆黎業
旺告訴記者，公司採用「你種我收」的
產銷合作社模式，即農民是社員，在入
社時繳納風險金，然後蔬菜成熟統一進
行回收加工。「這種模式不僅可以迅速
擴大規模，而且從傳統的分散型配送到
統一配送，降低了風險，還能確保蔬菜
價格穩定。」黎業旺說。
記者在黎業旺的交易市場看到，苦

瓜、絲瓜等蔬菜堆在地上，工人正在給
其進行包裝清理。「蔬菜收上來以後，
我們要做一天的預冷處理，然後再裝車
運往深圳過關。」黎業旺稱，目前合作
社簽約了100多個農戶，每天都有農戶
來交易蔬菜，一天打包裝箱發到深圳的
蔬菜有20多噸。

轉型升級助農民增收
因為對自然條件具有極強的依賴性，

農產品往往價格具有不穩定性，而合作
社的機制能夠確保供應量穩定及保護農
民利益，黎業旺說，市場價格低時，我
們不會壓低農戶的收購價格，而蔬菜供
應量穩定，價格也不會有太大上漲。

「採用合作社的方式以後，農民也不能亂用農
藥，不然會被加入黑名單。」黎業旺說，因為土
地好、污染少，港人正在慢慢接納這個品牌，他
也打算把種植管理供港蔬菜的經驗在本地鋪開，
他認為，內地都應該向香港一樣，對蔬菜安全提
高意識，將生產標準提高，推動內地農業發展。
「我打算再建一個預冷室，擴大產量，明年供

港蔬菜量能翻一番。」黎業旺說。農民鄧國良就
是賀街業旺蔬菜專業合作社的社員，從傳統的農
業種植方式轉向按照供港澳蔬菜標準生產，「統
一育苗、統一施肥、統一收購，蔬菜品質提高
了，價格也上去了。」

掃二維碼 知蔬菜「出身」 港人要求高
桂精挑細選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蔣紹安

廣西報道）記者在供港蔬菜包裝上看
到，每一個蔬菜的包裝上均貼有二維
碼，胥宇建告訴記者，為了確保安全和
供港農產品源頭可追溯，每一批蔬菜均
會貼有此「身份證」。
記者用手機軟件掃了一下二維碼，其

蔬菜名稱、等級、產地、生產日期、肥
料使用情況，以及種植農戶工號、聯繫
方式等信息均完整的顯示出來，而這一
查詢方式已經在所有供港蔬菜企業進行
推廣。
賀街業旺蔬菜專業合作社老闆黎業旺

說，今年他所經營的供港蔬菜合作社又
進行了蔬菜二維碼的升級，各方面信息
更加完善，港人可通過二維碼信息，監
督每一批次蔬菜的生產流通環節，若出
現安全問題，可追溯至種植農戶源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蔣紹安 廣西報
道）記者在賀街一交易市場看到，收上來的絲瓜
個頭很大，瓜肉飽滿，每一個都賣相勻稱，與在
內地市場上販賣的蔬菜明顯不同。而經過工人包
裝、加工，苦瓜、絲瓜等蔬菜頓時「高大上」不
少。老闆黎業旺告訴記者，港人對蔬菜的要求很
嚴苛，如果達不到標準，就賣不出去。
賀州市農業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每一種供

港蔬菜都有重量、外形的標準，以毛節瓜為例，
只有在四兩左右（約0.44磅）公司才會收購。
「因為這個重量的毛節瓜是最鮮嫩的，長到這個
大小農民就會採摘。」該負責人告訴記者，標準
很嚴格，太大或太小都不行。
在八步區鋪門鎮一個供港蔬菜種植基地，記者

看到有許多「超標」的毛節瓜還長在籐上或掉落
在地裡無人採收。■工人正對供港蔬菜進行包裝。 本報廣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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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就可知蔬菜的生
產日期、地址、生產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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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在蔬菜包裝上的二維碼。
本報廣西傳真

■■賀州供港蔬菜基地賀州供港蔬菜基地。。
本報廣西傳真本報廣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