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20年來，沙田發展迅速，2004年通車的港鐵馬鞍山線更
貫穿沙田與馬鞍山，使沙田的發展伸延更遠，區內的新舊

社區生態截然不同，卻融會貫通。同時，沙田區的居民顯著上
升。根據統計處數字，1996年區內有58萬人口，但去年已增至
66萬，位列全港各區之首。
瀝源邨擁有逾40年歷史，是沙田區最早的公共屋邨，見證沙
田市中心的興起。沙田齊集新舊住宅、工業邨、商業地帶及知名
的沙田馬場。沙田市中心由數座大型商場組成，相互連接，衣食
住行包羅萬有。不過，與新城市廣場僅5分鐘路程的瀝源邨，卻
別有一番面貌。
譚女士表示，自入伙至今，一些老店不曾易手，「那時商戶要
入標也要花上五六萬元，即使現在由領展管理，其租金也較同區
其他地方及部分屋邨便宜。」她補充，只要該些老店繼續經營，
業主不可大幅加租，租金較同區的屋邨低約20%。

老街坊活見證 舊社區鄰里親
雖年近八旬，譚女士仍堅持港人的拚搏精神，擔任該區區議員
黃宇翰的助理。她與社區結下不解之緣，源自昔日的經歷，「剛
入伙時，四處荒蕪，大廈連大門亦欠奉。」她指為了改善治安而
加入居民互委會，晚間輪流巡邏。待兩名女兒自立後，20年前由
全職家庭主婦搖身一變，成為議員助理。
區議員黃宇翰的外祖母亦是瀝源邨居民，他則住在毗鄰的禾輋
邨。他指出，沙田市中心面臨老化，以瀝源邨及沙角邨的居民的
年紀較大。以往區內的青少年中心逐漸轉為老人中心，單是瀝源
邨內已有3家，每3人便有1人為年逾60歲。他續說，舊屋邨有
濃濃的人情味，鄰里關係密切，鄰居為他人看管小朋友，「我沒
有想過，亦不願意搬離沙田，區內的空氣、環境及交通也很好，
很多沙田居民住開便不想搬走。」
說起沙田的發展變化，黃宇翰指，要數馬鞍山變化較大。馬鞍山
雖是沙田的一部分，但起步較遲，至上世紀80年代才大力發展，充
滿簇新的樓宇及住宅。馬鞍山屬第三代新市鎮，首條公共屋邨恆安
邨於1988年才正式入伙，市中心由天橋連接起來的大型商場及多個
近年新落成的屋苑組成，近年更不斷擴張，政府於1998年完成馬鞍
山發展計劃，在西沙路及馬鞍山以西填海獲得33公頃土地。

鐵路貫通沙馬 人口互通社區
數到區內的大事件，不得不提2004年12月21日馬鐵通車，由

大圍站通往烏溪沙，進一步改善馬鞍山一帶的交通。馬鐵通車首
年的載客量每日已約20萬人次，成為區內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區內人口亦漸漸由昔日的沙田市中心移至馬鞍山，現時區內有三
分一的人口居於馬鞍山。馬鐵今年又迎來轉變，將由以往的4卡
車廂增至8卡，料載客量可提升一倍。
於80年代末由沙田遷入馬鞍山耀安邨的區議員李世榮亦表
示，回歸後馬鞍山發展步伐加快，尤其在馬鐵通車後，多了鐵
路，吸引更多人聚居。雖然馬鞍山的居民較為年輕，但於80年
代遷入的首批居民已開始出現老化現象，形成幼稚園學額競爭
大，亦欠缺安老院等長者設施，「區內很少安老院，長者要去安
老院一般要到沙田、大埔及北區等地。」
有指馬鞍山的發展不及沙田多元化，李世榮認為，上世紀80
年代至90年代的出生率較高，住屋需求量大，馬鞍山因而集中
興建住宅。他續說，以往區內人口較少，可依賴沙田市中心，但
現時馬鞍山人口急升，有需要興建設施形成小社區。

城門河是沙田區內最著名的河道，以大圍作
起點，貫穿火炭及沙田區，流入吐露港。城門
河除了供沙田區排洪之用，更是沙田區居民的

康樂活動場地，有居民划艇、釣魚及踏單車等，當中端午節到城
門河兩岸觀賞龍舟賽事，更是每年的重頭節目。

城門河全長7公里、闊200米，充滿活力的城門河昔日亦有黑
暗的歲月。上世紀80年代，大量工業污水、禽畜廢物及非法接
駁污水渠的污水流入城門河，令河床不斷積聚污染沉積物，嚴重
污染水質，河面呈現黑色，發出陣陣臭味，猶如一條死河。雖然
政府於上世紀90年代推行《水污染管制條例》，但河床仍然積
聚不少沉積物。政府在千禧年代進一步改善其水質，環保署以含
氧化學溶劑注入沉積物，消除臭味，同時加快沉積物中有機污染
物的分解程序，並挖掘香港體育學院至文禮閣一段的城門河河
床，清除大量污染沉積物，改善臭味問題。

如今，城門河已是街坊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沙田區的代表。
連沙田的區徽亦反映出該河道，圖案中間被挖空的線條象徵城門河，
亦是「沙」字中水字部的象形文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馬鞍山的人馬鞍山的人
口結構及建築口結構及建築
均較沙田市中均較沙田市中
心年輕心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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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廣與礦洞遺址合照黃子廣與礦洞遺址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馬鞍山新市鎮驟看住宅林
立，處處是先進新淨的設
施，但市中心外，卻蘊藏了
馬鞍山的歷史——礦山遺址
及數條礦村。回歸20年，礦

工後代黃子廣致力爭取保育礦
山，由零開始，冀開拓成為生態

旅遊的景點，讓後人加深認識本
地礦工的艱苦歲月。

見證興衰 見盡辛酸
馬鞍山郊野公園附近藏着舊礦

山，以礦山衍生的是數條礦工及其
家眷居住的礦村。區內的礦場活動

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
初至50年代初，馬鞍
山礦場開始大規模產
出鐵，曾是東南亞數
一數二的大礦場，全
盛時期吸引 3,000 名
礦工工作，養活上萬
名家眷，卻於1976年
突宣佈結業。隨着礦
場的結束，昔日輝煌
的礦村不復見，現時
只剩下數百人聚居。

69歲的黃子廣在馬鞍山村土生土
長，人稱「廣叔」，是礦工第二
代。他祖籍陸豐，其父在日軍侵華
時逃難來港，成為礦工的帶工，自
小見盡礦工的辛酸。他憶述有次數
名礦工坐在運礦車上準備出洞口
時，纜索突斷裂，礦工與礦石一同
急速下墜，兩名可憐人身首異處。

倡「礦遺」建園 辦生態遊蹤
他指出，上世紀70年代的馬鞍山

仍是一片荒山野嶺及爛地，眨眼已成
現代化的社區，「那時沒有街燈、行
人路及水喉，我們仍然要擔食水。」
他表示，昔日到沙田市中心要坐船

到馬料水，如今馬路四通八達之餘，
更有貫穿沙田及馬鞍山的馬鐵。
回歸20年間，他醉心於保育礦

山，爭取把遺址發展成礦山公園，

加裝升降機及扶手電梯，開放礦洞
讓公眾參觀，舉辦礦洞之旅。
作為馬鞍山的老居民，他自豪地

說，該區擁有多種不同的地質，
「是香港地質學的寶庫，有水晶凝
石、大理石及鐵礦等。」
回首保育之路，礦村的部分建

築群被評為二級及三級歷史建
築，包括信義會恩光堂及天主堂
（聖若瑟堂）建築群。黃子廣坦
言，近年本港的保育工作倒退，
因土地不足的問題，更以紅樓為
例，但凡提到保育，業主均傾向
清拆。相反，他讚揚內地的保育
工作較完善，國家願意投放資
源，更有適當的法規保障歷史建
築，認為香港應以內地為榜樣，
發展保育及生態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回首礦業奮鬥史「工二代」力促保育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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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沙田瀝源邨
一角的盛記麵家，

除了是區內最老的食肆之一，更是
地道的熟食亭（俗稱「冬菇亭」）
的始祖、第一代的熟食中心。第三
代掌舵人張文強（B哥）生於沙
田，多年來守着盛記並熱愛社區，
「我最喜歡沙田，沙田區居民溫
順，罪案率低，有醫院、旅遊景
點、工業區及商業區，威爾斯親王
醫院的皮膚科更是世界知名的。」

屹立瀝源六旬 朝賣麵晚圍爐
為了滿足基層市民的日常所需，

上世紀70年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均設
有熟食亭，為居民提供廉價且可負
擔的食物。隨着時代的更替，近年
不少「冬菇亭」相繼結業，單是區
內顯徑邨的3家食肆已先後結業；
沙角邨的「冬菇亭」亦將面臨租
滿。
不過，較「冬菇亭」更老字號的盛

記卻頑強地活下來。1956年開業的

盛記，由沙田墟的大排檔遷至全新界
首條公共屋邨瀝源邨的熟食中心，更
成為後來「冬菇亭」的參考對象。
盛記位置較隱蔽，仍能吸引大批

街坊及區外人光顧，日間出售潮式
麵食，晚間則化身成火鍋店。盛記
地方寬敞，並安裝了冷氣，讓食客
在盛夏亦感到舒適，東主亦善用廢
物，重新做成獨特的裝飾，看不出
是老派的食肆，更不像一般的「冬
菇亭」。B哥坦言，盛記曾瀕臨倒
閉，沒有錢還給供應商，「試過一
天賣不夠100碗麵，那時夏天還沒
有冷氣，沒有人來食，我光是站着
也冒汗。」

堅持服務基層 積極投入社區
與不少熟食亭一樣，盛記面對屋

邨人口老化及設備殘舊的挑戰。
2008年，當時熟食中心的業主由房
署易手成領匯（現稱領展），盛記
要以一間店頂下6間店的舖位，經
營成本大增。張文強坦言，若只靠

賣麵，不足以維持成本，但考慮到
瀝源邨的基層及人口老化，居民亦
無法負擔高消費的菜式。他堅持日
間維持30元、40元的麵食及中菜，
一如以往服務基層街坊，晚上則經
營火鍋店吸引區外的年輕一族，拉
上補下才得以經營至今。
生於斯，長於斯。張文強說，看

着沙田墟從只有2萬人發展至現時
近70萬人口，在盛記能感受到濃濃
的人情味，服務老屋邨。盛記積極
投入社區服務，每月的農曆十六日
便會免費請長者吃麵。
愈接觸得多長者，張文強愈有感區

內長者的艱苦，遂與義工隊合作，開

始為長者義剪頭髮及義賣麵。他表
示，倘向大型供應商入貨，成本雖可
再壓低一點，但仍堅持與小店合作，
讓小店互惠，「不想每事以利益行
先，應互相幫助及分享。」

無懼世事變改 還是愈難愈愛
「一碗熟麵，成就五十年的愛與

夢。」這是盛記麵家的座右銘，鼓
勵B哥堅持做下去。B哥感恩地說，
盛記能延續至今日已是奇跡。
看着「冬菇亭」買少見少，他坦

言，隨時代轉變，「冬菇亭」終會被
淘汰，希望能堅持到瀝源邨重建的
一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元祖冬菇亭麵家
關愛長者人情濃

■■張文強多年來樂於行善張文強多年來樂於行善，，
每逢農曆十六日每逢農曆十六日，，便會免費便會免費
請長者食麵請長者食麵。。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譚女士譚女士（（左左））與沙田區區議員黃宇翰均與沙田區區議員黃宇翰均
認為沙田老屋邨認為沙田老屋邨充滿濃厚的人情味充滿濃厚的人情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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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建共融
沙田友重情
瀝源邨見證老區人情 馬鞍山帶動新興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

儀）沙田區屬上世紀70年代

發展的香港首代新市鎮。現年

78歲的譚女士，1976年由港

島遷入沙田瀝源邨，是首批瀝

源居民。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香港回歸20年

來，沙田市中心的數個商場內

的商店愈來愈高檔次，人流亦

愈來愈多，發展非常快，小店

則不敵貴租，由新城市廣場遷

至旁邊的沙田中心、希爾頓中

心及好運中心。難得的是瀝源

邨內老店依舊，小店林立，服

務基層街坊。

沙田

之：沙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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