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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區 20 年 之：油尖旺篇

種族共融油尖旺
多元文化互守望
小社區變大熔爐 落地生根獻社群

油尖旺

旺 角 人 煙 稠 密 ，
2008年發生的高空鏹
水彈事件及2011年發

生的花園街排檔大火，造成多人傷亡。
社區各持份者在兩件悲劇後痛定思痛，
經過商討及研究，遂於旺角行人專用區
安裝閉路電視，監測是否有不法之徒圖
謀不軌，另食環署亦優化排檔擺位及設
計，確保檔主及鄰近居民安全，令悲劇
不再重演。葉傲冬指出，花園街大火固
然令人悲痛，但亦因此推動優化政策，
「姑勿論是否能滿足所有人，最重要是
提高商販的防火安全意識，對居民亦是
好事。」

3宗鏹彈案 天眼成定案
在2008年12月起至2009年6月的短

短半年內，油尖旺發生3宗高空投擲鏹
水彈事件，先後導致共100人受傷。由
於旺角行人專用區遊人如鯽，當時鏹水
彈在墜地後應聲爆開，濺出腐蝕性液
體，無辜被濺中的途人，紛紛向商店及
路人借用蒸餾水沖身。警方一直苦無頭
緒，3宗案件的懸紅更提升至90萬元。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指出，當年
區議會的交通運輸委員會討論安裝天眼
系統，雖然社會有爭議聲音，但不安裝
恐怕未能起阻嚇作用，「慶幸安裝閉路

電視後，再無不幸事情發生。」他指鏹
水彈事件至今仍是懸案，估計或與行人
專用區製造的滋擾有關，未來或需再探
討旺角作為主要繁華街道，是否適合作
街頭表演及擺檔。

排檔四級火 規範見成果
2011年11月花園街排檔發生四級大

火，波及兩座唐樓，事件造成9死34
傷，成為回歸後最多人死亡的火災。政
府其後限制新建的排檔大小及高度、用
防火物料興建排檔、檔頂簷篷不可與其
他排檔或大廈相連、重鋪電線、在單梯
樓宇前預留最少6米走火通道等。
食環署亦於2013年6月推行為期5年

的「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
計劃」，為全港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內
經營的小販，在重建或搬遷其攤檔時提
供財政資助，以加快減低排檔區火警風
險工作的進行。當時全港約4,300個在
排檔區內的固定小販攤檔當中，約500
個因構成較高火險而需搬遷。
截至2017年5月底，食環署共接獲

417宗搬遷重建及2,633宗原址重建申
請，當中2,542個新檔已經蓋建。食環
署亦收到764宗自願交回固定攤位小販
牌照以申領特惠金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聶曉輝

「我從小是看黃飛鴻、石堅這些人
的粵語片長大的。」這句話出自於在
重慶大廈開設雜貨店的印度裔老闆
Paul Bart之口。現年51歲的他是家族
在港生活的第五代，1歲多來港，在香
港讀書、工作，一對兒女也在香港出
生。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笑稱，

已吃慣香港美食，「雲吞麵由細吃到大，
反而吃不慣家鄉菜。」
從Paul的舖位多走幾步，便能看見一間

穆斯林餐廳，43歲的店主Sardar Shah於
1993年從巴基斯坦跟父母來港生活，與弟
弟於重慶大廈經營餐廳至今已十多年。
Paul的祖父輩於1926年隨英軍來港，其後
選擇落地生根。在印度出生的他，1967年來
港時仍是手抱嬰兒。他還記得唸小學時，每
天有1.2元零用錢，「吃碗雲吞麵3毫子，再
加3毫子便有支可樂」，放學後經常在樓下士
多煲電視劇，「那個年代仍是黑白電視！」

讚治安生活好 性別種族平等
其雜貨店由1957年開業至今，由於父親年
紀漸大，Paul遂於十年前放棄裁縫生意，改
為接手雜貨店。談到回歸後的變化，Paul指
重慶大廈地方愈來愈整潔，形象愈來愈好，
樓上由一般民居變成賓館，只是不滿近年很
多拿着「行街紙」的外國人四處生事，破壞
大廈安寧，希望政府多作監管。
在這裡落地生根的他表示，子女已習慣在

香港生活，稱讚香港治安好，「如果在印

度，一個女仔根本不能出夜街。」他亦覺得
香港對不同性別及國籍的人十分公平，一家
人並無搬回印度的想法。他笑稱，已吃慣香
港美食，反而吃不慣自己的家鄉菜。
Sardar的餐廳主要售賣穆斯林菜，客源

以非洲裔等外籍客為主，香港人只佔少
數。他的4名子女均在香港出生，是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但亦曾在為子女找學校時
遇上困難，只有一個兒子在主流學校讀
書，他希望子女可以跟更多香港學生一同
學習，有更多機會學好中文。
回想這20年來的變化，Sardar指香港通脹

問題嚴重、租金愈來愈昂貴，相比20年前，
更多業主不願租樓予少數族裔，又認為僱主
的要求提高了，往往要求他們懂得讀寫中
文，令他們的就業機會減少了。他表示，正
因為該些親身經歷，令他更希望自己的子女
能夠學好中文，同時促請政府可協助改善重
慶大廈的形象，吸引更多本地客入內消費。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子晴

沙士疫潮一度重創香港經
濟，內地於2003年開放個
人遊，帶旺香港零售業，產
品多元的旺角及尖沙咀屬遊
客掃貨熱點，廣東道更是名
牌店林立。油尖旺區議會主
席葉傲冬表示，昔日遊客面

不改容購買奢侈品的全盛時期已
過，如今消費模式轉變，政府及
商家應有新思維調整方向。另
外，他寄望西九文化區為港人帶
來文化養分，加上廣深港高速鐵
路落成，促進香港及內地交流更
方便，令油尖旺成為香港的旅
遊、文化命脈。
內地居民來港個人遊為香港經
濟注入強心針，同時改變油尖旺
區的樣貌，如多了連鎖店、藥房
及賓館。葉傲冬表示，佐敦及旺
角等唐樓很多單位已改建為賓
館，當中不少均為無牌經營，帶
來連串社區問題。不過，隨着個
人遊來港高峰期已過，遊客數目
減少，部分賓館短期內可能關
閉。
隨着內地客對高貴奢侈品的需

求增長放緩，廣東道一帶的鐘錶
珠寶店生意減少，政府有需要增
加旅遊設施，盡量吸引旅客過
夜。葉傲冬表示，正進行改善工
程的星光大道及漫畫長廊等旅遊
設施，「不能說沒有成效，但可
做更多。」他舉例指，可探討星
光大道能否利用尖沙咀海濱舉辦
電影放映會，以增加吸引力。
豪客掃貨熱漸退，如今流行的

深度旅遊代表新興旅遊模式。葉
傲冬指油麻地也有導賞團介紹地
道故事，由榕樹頭公園的百年古
廟講起，再到廟街、裙褂店及棺
材店。他說：「由生至死，油麻
地是個很有歷史韻味的地方，這
類導賞團能令市民認識油麻地獨
特一面。」

高鐵貫通 帶動交流
同時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

事局成員的葉傲冬表示，香港經
常被批評為「文化沙漠」，寄望
西九文化區為香港帶來文化養
分。他指M+博物館已落成，未
來戲曲中心及故宮博物館等亦將

陸續落成，希望能帶給市民更多
表演與視覺藝術，加上高鐵站毗
鄰西九，日後交通方便，也可成
為旅遊點之一。

藝文氛圍 輻射全港
他對油尖旺未來發展不擔心，

因該區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購物天
堂，「廣東道買到名牌、旺角買
到電子產品、廟街是旅客食海鮮
的必到處，不同層次的貨品應有
盡有，最重要還是旅客消費力是
否疲弱。」

他展望油尖旺區未來發展，
寄望西九文化區作為一個提供
文化、藝術的「點」，吸引油
尖旺居民參與，凝聚成一種藝
文氛圍，並輻射到其餘 17 個
區，以提升整體港人的藝術興
趣為目標。新政府上任在即，
他指曾與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在西九共事，稱讚對方的工
作能力及魄力是「無庸置
疑」，寄語她上任後多做團結
工作，讓香港向前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聶曉輝

油尖旺區由 1982 年成立的「油尖
區」及「旺角區」於1994年合併

而成，主要分油麻地、尖沙咀及旺角三
區，總人口約35萬。在合併以前，旺角
區一直是全香港面積最小的區，但人口
密度卻極高。
葉傲冬指出，油尖旺區內的少數族
裔特別多，約3.5萬人，當中印度及巴
基斯坦人集中在尖沙咀區，他們不乏
已有數代人在港落地生根，以從商為
主，入息較好；尼泊爾及孟加拉人則
集中在佐敦及油麻地一帶，於廟街及
新填地形成「小尼泊爾」及「小孟加
拉」社區。

葉傲冬：特邀少族入區會諮詢
他表示，少數族裔人口升幅較快，油
尖旺區議會多年前已成立民族事務工作
小組，邀請少數族裔的領袖加入，除提
供表達渠道外，亦讓他們知道主流社會
正面對什麼重大議題。他指小組負責跟
進種族融和工作，如提供教育及就業講
座。
葉傲冬指出，回歸後少數族裔融入社
區的工作有所進步，個別族裔的領袖亦
非常本地化。他指印巴裔一般較易融入
社區，不少已在香港生活二代至三代，
「他們的廣東話可能隨時好過很多香港
人！」
然而，尼泊爾及孟加拉融入情況較弱，
因他們的工作相對基層，如酒吧及地盤
等，不少人只聽領袖講話，尼泊爾亦有
不同大姓，「不同姓氏之間可能不相往
來，因此較難與他們接觸。」

重慶大廈：全球化縮影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向少數族裔
提供支援，並於2002年成立種族關係
組，為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及少數族裔
人士論壇提供秘書處服務，並執行不同
計劃或透過撥款資助非政府機構，向少
數族裔人士提供一連串的支援服務。另
外，政府已向非牟利機構批出資助撥

款，為本港
的少數族裔
人士開設和
營辦6間少數
族裔人士支
援服務中心
及兩間分中
心。
位於尖沙

咀的重慶大
廈由 5 棟 17
層連體式樓
宇組成，大
廈內匯聚來
自亞非各國
的商人、勞
工與各國的背包旅客，是全球化的縮
影。雖然大廈最早建立的目的是為了住
宅用途，但現時已由平價酒店，商店等
其他服務業使用。此外，重慶大廈又以
咖喱餐館、旅店、紗麗服裝店及外匯兌
換處為特點，經常會被當成香港少數族
裔聚集地。
重慶大廈所在的當區區議員關秀玲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眼見尖沙咀
區的種族比較分散，且無主流的社區活
動，少數族群的聲音無從申訴。因此，
她於2007年成立了尖沙咀共融協會，
希望藉此集合不同族群的人，參與該會
的聯誼、探訪及嘉年華等活動，彼此互
相了解認識，讓少數族群有更多機會融
入香港社區。
關秀玲坦言，即使種族不同，但少數
族裔根深柢固的傳統亦與華人社會有相
同之處，如他們對長者的尊重，不少印
度人都願意參與慈善活動，捐助食物給
本地長者。
她認為，許多少數族裔人士均非常願
意融入香港社會，積極參與各商會活
動，並對能加入香港的群體感到高興，
「尤其在港做生意的少數族裔人士均十
分信任香港政府與政策，視香港為其基
地。」

■葉傲冬表示，許多少
數族裔已有數代人在港
落地生根。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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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翁麗娜 實習記者 吳子晴）香

港是一個華洋聚居的社會，非華人合共約60萬，撇除逾32萬名

外傭，這些少數族裔不少居於油尖旺區，尖沙咀內的重慶大廈

更有「少數族裔的九龍城寨」之稱。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區內不同種族的寺廟林立，許多

少數族裔已有數代人在港落地生根，完全融入華人社會，一個

小小的社區足以反映香港「種族共融」的特質。

「印五代」：我睇黃飛鴻片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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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悲劇傷痛 建構安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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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Bart（左）在重慶大廈經營雜貨
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尖沙咀重慶大廈是全球化的縮影尖沙咀重慶大廈是全球化的縮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西九文化區及高鐵地盤現正施工西九文化區及高鐵地盤現正施工，，兩個硬件的配合兩個硬件的配合，，
可帶來經濟文化雙贏可帶來經濟文化雙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