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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盆桔新春後料扔堆填區
1400噸重如60輛雙層巴 年桔未經安檢勿亂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新年將至，相信不少商場或家庭都會購買年桔作迎新裝飾，

惟佳節一過，這些觀賞期已過的年桔或只落得個被丟棄的下場。有環團昨日公佈今年年桔轉贈

網絡計劃詳情，料新年過後，將有4萬盆年桔被丟棄，產生相等60輛雙層巴士重量的廢棄物，

加重堆填區壓力。環團負責人批評，市民購買時普遍均未曾細想後續處理，以為棄於垃圾桶就

了事，團體建議可繼續自行栽種年桔。環團又呼籲市民勿抱「食得唔好嘥」的心態食用坊間購

買的年桔，因該類年桔屬觀賞類別，或未通過食物安全中心的安全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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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志剛） 本港面
臨人口老化問題，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調查發現，約一成長者出現抑鬱徵狀，換
言之每10個長者就有1個抑鬱，主要原因
包括經濟壓力、不滿親友或鄰里關係，以
及長期病患持續覆診等。組織促請政府推
動設立社區護士診所，並將領取醫療券的
資格調低至65歲。
組織去年4月至10月間，以問卷方式訪問
1,218名來自大埔區、油尖旺區及荃葵青的
60歲或以上長者。問卷採用「老人抑鬱短量
表」量度受訪者過去一周抑鬱徵狀水平。
調查結果發現，11%受訪長者超過8分
的醫護警戒水平，呈現抑鬱徵狀；17%長
者表示「對而家嘅處境好無希望」，呈抑
鬱徵狀長者更高達66.2%。浸信會愛羣社
會服務處長者服務協調主任蕭穎表示，調

查顯示長者退休不等如生活無憂，結果令
人憂心，值得大眾關注。她指出，受訪長
者抑鬱徵狀主要來自經濟壓力、不滿意家
人朋友或鄰里關係，以及長期病患持續覆
診，教育水平較低的長者，亦較易出現抑
鬱徵狀。她又說，長者健康狀況轉差，常
感到自己「無用」，並且「唔願出去」，
易有孤獨感，影響社交生活。

「老顧老」趨增促設社區護士診所
蕭穎又說，老人照顧老人的現象愈來愈

普遍，長者抑鬱與長者自殺關係密切，卻
容易為社會忽略；長者輪候政府精神科服
務，需時至少三年。她建議政府推動設立
社區護士診所、將領取醫療券年齡資格由
70歲調低至65歲、設立退休保障網保障長
者基本生活需要、發展長者就業及有償義

工、在校園推動尊敬長者文化等。
現年66歲的孔小玲，與患有長期病患的

85歲母親同住，需靠積蓄維持生活。她表
示，母親近年患上認知障礙症，母女間經
常發生爭執，加上老人院費用高昂，感到
無計可施。她憶述，當時沒有找親友傾
訴，反而將壓力扛上身，「個人好辛苦，

好似爆炸咁」，後來接受老人抑鬱測試，
證實出現抑鬱徵狀。
孔小玲坦言，財政困難是主要壓力來

源，她接受長者中心社工輔導後，學會釋
放壓力紓解情緒，母女關係得到改善，亦
不再擔心金錢問題，「洗晒佢先算，最多
到時申請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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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禮傑）
農曆新年將至，市民不論過年前後
都有不少機會與親朋好友聚餐，然
而進食過多應節食品會增加患慢性
疾病的風險，有營養師指控制進食
的份量最為關鍵，什麼都不宜吃過
量，而在「大擦一餐」後，可進食
含豐富纖維食品促進腸道蠕動幫助
排洩。
農曆新年是大快朵頤的好日子，

然而一般傳統賀年菜式的熱量都較
高，油、鹽及糖含量都較多，吃得
過多會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風險，醫
管局營養師吳惠碧表示不論是什麼
食物，控制進食的分量是關鍵，如
果在一餐吃得太多，就在下一餐減
少進食份量作平衡。

吳惠碧以煎糕點作例，指5片約半隻手掌
大的年糕的熱量大概等於兩三湯匙飯，可參
考進食分量以減少正餐食物以控制體重。她
補充指，若是自家製作的蘿蔔糕可以選用瘦
臘味及更多冬菇代替肉類，以及在煎的時候
可先將糕點放進微波爐暖約廿秒，以減少用
油量。

「擦」前勿「留肚」腸胃要「熱身」
不少人喜歡在「大擦一餐」前「留肚」，

然而吳惠碧表示宜在進食前兩小時吃小量食
物如水果及餅乾，以免令腸胃突然處理大量
食物而受損。而在「狂擦」後，吳惠碧建議
可進食含豐富纖維的水果及蔬菜，以促進腸
道蠕動幫助排泄。至於民間常用的飲茶消滯
法，吳惠碧指沒有科學實證支持做法有功
效，估計是熱茶令胃部「舒服啲」，因而令
人產生消滯感覺。
吳惠碧又提供了數道健康菜式供參考，如
用含豐富纖維的黑木耳及秋葵烹調的「木耳
百合炒秋葵」、以蔬菜代替肥豬肉作素菜餃
及用較低脂肪的去皮雞胸肉及蝦肉作「泰式
酸辣拌雞絲」等。此外她也強調除了飲食
外，也要有恆常運動才能有效控制體重。

■醫管局營養師吳惠碧表示，控制
進食的分量是關鍵。 莊禮傑 攝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調查發現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調查發現，，約一成長者出現抑鬱徵狀約一成長者出現抑鬱徵狀。。岑志剛岑志剛 攝攝

■■邱榮光邱榮光（（左左））籲市民勿食用坊間購買的年桔籲市民勿食用坊間購買的年桔。。
趙虹趙虹 攝攝

環保協進會昨日於中環7號碼頭，公佈已連續舉行6年的年
桔轉贈網絡計劃詳情。該會根據日前與眾農友查詢訂購

年桔數字，預計今年農曆新年過後，將有4萬盆年桔被丟棄，
與往年相若，相信大部分棄置年桔會直接被運往堆填區，可產
生約1,400噸廢棄物，等同60輛雙層巴士重量。該會於2010年
推行年桔轉贈網絡計劃，至今預計共回收逾4,000棵桔樹，大
部分移植至鳳園蝴蝶保育區或其他本地農場。

重種吸蝶採蜜 院舍續挺回收
服務嚴重及中輕度智障者的匡智會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去年在協進會的協助下，首次回收80棵年桔，並於院舍重新
栽種，豈料卻吸引玉帶鳳蝶等約10個蝴蝶品種吸食花蜜，儼
然成為蝴蝶生態園區。中心綜合服務部經理張敏儀表示，一
眾院友均悉心照顧重新栽種的年桔，常施肥澆灌。她又指，

過去一年間，年桔一一長成並吸引為數不少蝴蝶到來，並在
樹上產卵孵出幼蟲，令目睹過程的院友均感到很開心，故今
年將繼續支持該計劃，惟須根據院舍空置地大小，決定回收
年桔數量。

經一年「清腸胃」再種桔可食用
該會義務總幹事邱榮光指，該會去年獲約五十間機構及團

體支持，回收及轉贈逾千盆年桔，但擔憂該數字僅佔去年農
曆年年桔市場整體售賣數量2.5%，料想當中大量年桔被棄置
堆填區。他認為，市民購買時普遍均未曾細想後續處理，加
上事後貪方便，以為棄於垃圾桶就了事，批評新年才剛開
始，一心本着做好事迎新春的市民反而即刻做壞事。
邱榮光強調，現時難單靠環團力量有效處理所有年桔，建

議市民或物業管理公司新年過後，考慮繼續自行栽種年桔。
他介紹自行栽種步驟指，首先需摘走所有桔，再修剪約三分
之一枝葉及根部，助加快新陳代謝，配上適當澆水及施肥，
經過一年時間的「清理腸胃」（消除植物中所含的農藥及化
學劑），料可種出可供食用的有機年桔，屆時可自行加工製
成鹹柑桔或糖漬柑桔等有益有機食品。
他又多次呼籲，市民勿抱持「食得唔好嘥」的心態食用坊
間購買的年桔，因該類年桔屬觀賞類別，並非食品，或未通
過食物安全中心的安全檢驗，加上其栽種過程使用了不少農
藥及化學劑，食用對人體可能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