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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綠遊」蓄勢待發
政府撥500萬拓景點 鄉局帶團遊新東北試水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訪

港旅客口味轉變，部分轉赴深度探索香港的行程，如舊城

中環及離島的綠色深度遊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旅遊事

務署最近推行總額500萬元的「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

資助業界開拓新旅遊景點，商經局署理局長陳百里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預計今年11月至明年4月推出相關新

旅遊產品。鄉議局日前亦帶團到新界東北，包括荔枝窩、

吉澳、鴨洲等地質公園，似為綠色深度遊試水溫。不過排

污系統、供水供電甚至是交通是必須解決的議題，本港綠

色深度遊尚在起步階段。

自然風光吸客 旅界促早開發
各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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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有意發展成旅遊景點，但當地
居民如何看待？原居民及英記茶室負責

人曾小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十分支持發展荔枝
窩，並指當地已向有關部門申請，包括改善荔枝窩碼頭設
備及增建度假屋等，形容是「準備就緒」。在荔枝窩租田
復耕及有出售自製雪條的麥先生表示，該地較為偏遠，平
時很少人到訪，暫時很難評估旅遊能帶給他們的成效。

曾小姐在周日忙到不停手，客家茶粿、糉子、葉底珠茶
及洛神花茶等深受旅客歡迎，可以用手忙腳亂來形容。她
表示，支持發展荔枝窩，本以為十一黃金周及中秋節時
期，會有不少本地旅團到訪，但只有周日才多一點人到
訪，而周日的生意不錯。她期望可以增加船隻班次，讓更
多人可以進來。

麥先生：欣喜增大眾關注
在荔枝窩租田復耕及租房居住4年左右的麥先生指，荔

枝窩較為偏遠，即使周日有船進來，但人數不是太多，小
食及雪條的生意不是很好，所以未敢預料旅遊帶來的成
效。他又認為，大眾對荔枝窩有所關注是好事，而當地的
「永續茘枝窩計劃」，不僅促進農地復耕、保育郊野的生
物多樣性，亦保存了鄉村文化及自然遺跡，為郊區可持續
發展提供機會。

「永續荔枝窩計劃」是首個跨界別夥伴合作模式，結合
農業、教育和科研以推行可持續發展措施及創新的計劃項
目。計劃的籌備工作於2013年下旬開展，首先由香港鄉
郊基金向村民租田並建立互信基礎，然後招募有興趣的個
人和團體參與開墾農地，未來打算將荔枝窩轉化成一個凝
聚創意的地方，展示和孕育可持續生活的新概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新界鄉議局於周日首推鄉郊導
賞之旅，推廣本土旅遊，首

站到新界東北印洲塘，遊走荔枝
窩、吉澳、鴨洲等地，欣賞鬼手
岩、兩岸佈滿紅包岩石的水道「紅
石門」、具300多年歷史的客家圍
村「荔枝窩村」等，吸引210名市
民參與。陳百里及鄉議局主席劉業
強、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
等人都有參與。
當中沙頭角荔枝窩村早前獲城規
會以附帶條件批准，將現時「鄉村
式發展」地帶改為度假屋用途，涉
及12間村屋。香港文匯報記者亦親
身到荔枝窩村，發現至少有3團旅
行團到訪，包括本地居民及外國旅
客，糖水小店及茶粿檔生意不錯。
不過部分村屋仍舊破損，村長表
示，預計村內共有25間民宿，首批
會先推12間，並透露上周已有多團
地產及發展商的視察團到訪。
現場所見，荔枝窩具發展綠色旅
遊的潛力，如有風水林、高19米的
五指樟、有11個洞的百年秋楓老樹
等。不過有沙頭角當地人士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荔枝窩交通配套
未足完善，只在周日及公眾假期有
船直達，且班次疏落；村內的排污
系統及食水處理等也是發展民宿的
障礙。

村民憂交通排污未完善
上述人士表示，數十年前吉澳發
展旅遊時反應不錯，在周末周日兩
日至少有500人到訪，但平日便水
靜鵝飛，及後旅遊熱潮退卻後營運
艱難，認為要發展綠色旅遊既要平
衡發展及保育，亦要考慮持續性，

「單是首兩年多人去，後勁不繼那
怎麼辦？」他又認為，有部分地區
是獲得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名
譽，須每5年接受審核是否維持排
名，發展旅遊時亦要考慮對地質公
園的損害程度。
旅遊事務署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香港擁有景色優美
的地質公園、海岸公園、生態旅遊
景點，旅遊事務署一直以來致力推
動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旅遊，包括與
旅遊業界及地區人士交換意見，目
標是開發深度綠色旅遊，針對一向
對綠色旅遊有興趣的市場，例如日
本、韓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
等。

旅遊署：須平衡旅遊保育
發言人又指，旅遊業界在開發新
的旅遊產品時，必須根據相關部門
保護大自然的規定，例如進出地質
公園特定地區的車輛須申請許可證
下籌劃行程安排，確保平衡旅遊及
環境保育的發展。
陳百里表示，早前舉行的電競音
樂節，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旅
客訪港，相繼帶動零售生意。剛過
去的黃金周亦發現內地旅客口味轉
變，多喜歡到離島等地發掘，局方
及業界都積極拓展新旅遊景點，當
中1,200萬元的特色景點配對基金
及500萬元綠色旅遊先導計劃是支
援措施。
被問及施政報告中會否着墨於綠

色旅遊，他則笑說自己未看過報
告，並指今次隨團主要是看荔枝窩
的碼頭發展，但認為有必要推廣各
種特色旅遊吸客。

旅遊界立法會議
員姚思榮表示，本

港十多年來一直都在籌建大型人造
景點，如昂坪360、迪士尼樂園
等，近期的郵輪碼頭亦是相對較大
的投資，但他認為香港未來應更積
極發展現有的自然資源，如郊野公
園及地質公園等，相信能吸引不少
旅客到訪。他表示，如東平洲是本
港著名的觀石勝地，當中海蝕地
貌、「千層糕」頁岩等一直都有旅
遊號召力，本港有多個地質公園，
需要考慮如何包裝。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曾玉
安指，香港發展綠色深度遊是剛起
步，而在近幾年的施政報告都感受
到政府有興趣發展綠色深度遊及鄉
村文化遊，但認為基建及民宿等配
套也要做好，才能長遠發展。曾玉
安指出，如荔枝窩正打算發展民
宿，但需要留意的是排污系統、消
防及水電設備等，而東平洲、吉澳
及塔門等地也可以發展民宿，「讓
旅客或市民可以即日預訂，相信會
吸引更多人到訪」，對旅業有一定
幫助。

當地人盼政府增強介入
他又指，離島有水電對旅遊發展
很重要，認為內地與該地鄰近，可
以考慮從內地購買水電供應。被問
到如何發展綠色深度遊，曾玉安
說，荔枝窩、吉澳、東平洲及塔門
等地可以塑造不同的特色，吸引不
同類型的旅客到訪。他認為，政府
領導角色很重要，如10年前荔枝窩
村有一牆倒塌，他曾寫信予有關部
門期望協助處理，但久久也未獲回
覆，村民遂自行籌了100萬元並自
行修復。如要在當地發展旅遊業，
政府須擔當更重要角色，如設立專
責小組為村民提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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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得天獨
厚，擁有紛繁

多姿的地貌，綿長的海岸線更堪稱
天然地質展覽館。如新界東北沉積
岩園區，東平洲島上大大小小、奇
形怪狀的沉積岩、豆腐岩、更樓石
等地質遺蹟，都十分有名。至於有
「香港小桂林」之稱的印洲塘，可
以看到香港最古老的岩石，其遠在
4.1億至3.6億年前形成，岩層紅白
相間，並幾乎垂直，故稱為「五花
腩」，而前面的岩石猶如一隻手，
又稱為「鬼手岩」，整個畫面猶如
「鬼手擒五花腩」。

印洲塘「鬼手擒五花腩」
新界東北有多個地質公園，如以

水路遊走，可以從馬料水碼頭出
發，途中能看到在慈山寺的全球第
二高觀音像青銅觀音像，及後亦會
看到紅色岩石，漁民習慣將水道稱
之為「門」，故「紅石門」就是兩
岸佈滿紅色岩石的水道。這些岩石
為沉積岩，主要是砂岩及粉砂岩，
約在1億年前恐龍繁盛時代形成。
船經印洲塘，除了「鬼手岩」及

「五花腩」外，亦可看到「文房五

寶」，如外形像擺放毛筆的筆架的
筆架洲；水流令白沙頭嘴留下沉積
物而形成尖嘴，故有人形容此猶如
「筆尖」等。及後船隻可以駛往荔
枝窩或吉澳，當中荔枝窩有300多
年的客家圍村，其採用「三縱九
橫」的設計，能有條理及保護水土
外，也有風水林、高19米的五指
樟、有11個洞的百年秋楓老樹等。

至於吉澳有近300年歷史，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有近4,000人居住，
當中近海旁的天后廟前有一棵細榕
樹，又稱「姻緣樹」，相信是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年輕人在此樹
相約，因而得名。附近亦有吉澳地
質教育中心，展示客家生活文化、
習俗、岩石及化石標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劉業強劉業強（（右一右一））及陳百里及陳百里（（右右
三三））與團友訪尋訪百年秋楓老樹與團友訪尋訪百年秋楓老樹。。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香港地貌紛繁多姿，奇形怪狀
的沉積岩更聞名遐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新界鄉議局周日首推鄉郊導賞之旅新界鄉議局周日首推鄉郊導賞之旅，，首站到新界東北印塘遊首站到新界東北印塘遊，，遊走荔枝遊走荔枝
窩窩、、吉澳吉澳、、鴨洲等地鴨洲等地，，吸引吸引210210人參與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楊佩韻 攝
■部分村屋仍舊破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麥先生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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