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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談印象
提到香港，大部分人腦海裡首先湧現出

的關鍵字都是「高樓林立、購物天堂、美
食之都」。作為國際和亞太地區重要的航
運樞紐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香港素
以優良治安、自由經濟和法制健全等聞名
於世。在記憶中香港也是豐富多元的，是
周星馳的「尹天仇」，是梅艷芳的「女人
花」，是成龍的「警察故事」，也是
BEYOND的「不再猶豫」，是中環林立的
摩天商業大廈，是巷子裡嘈雜的大牌檔，
是電車路上東西往返的「叮叮」，是橫渡
維港的天星小輪……那些耳熟能詳的文化
符號早已經深入人心，那些悠揚動聽的旋
律至今回蕩腦海。

可是當自己真正地走進香港、落腳生
活，卻發現與想像中有着很大的區別。
狹窄街道口水果店老闆的吆喝聲，清晨
的一聲「走傘（早晨）」，巷口的一句

「唔該」，海貨店老闆精心擺放着味道
十足的各類食材，茶葉舖子大爺老當益
壯爬上梯子為顧客取下一餅普洱，藥店
的活絡油洗髮露沐浴乳等生活用品的價
格很親民，胡同裡大媽熬製的濃香黑芝
麻糊有種兒時家裡的味道……這些在街
頭巷尾散發着的，在視覺、聽覺、嗅覺
乃至味覺上切實感受到的濃郁地道的港
味，真正讓在這裡生活的人倍感親切。
香港既充滿着大都市的繁華與喧囂，又
保持着東方的文化傳統和風韻，現代與
市井交融的獨特魅力，是我對於這一顆
東方明珠的愛之初體驗。

相見恨晚話離別
也就是三四個月之前，送走了幾個共同

工作一年多的同事。天下沒有不散的宴
席，當天不到十分鐘的送別儀式也真的就
只是一個擁抱、一句保重。望着他們鑽進
那輛再熟悉不過的麵包車，在這條名叫干
諾道西的馬路上從我的視野中漸漸消失，
恍惚間普普通通得就像一次日常出車。我

忽然記起多年前軍訓結束和大學畢業時的
送別場景，每次都讓那句「今天我們笑着
說再見」在最後變成一個笑話。

當天離開的同事當中有一位是我共同工
作生活一年多的舍友，也許是一種緣分，
讓我們兩位大學師兄弟相遇在此。朝夕相
處的時間裡，我們一起探討工作、鍛煉身
體、學習生活。那些共同收穫的豐富經歷
猶如一冊厚厚的書卷，承載着記憶裡香江
夜色、太平山巔、街頭巷尾的點滴畫面，
匯聚成埋藏在心底的不捨。送朋友，踏征
程，待到春風傳佳訊，我們再相逢。

砥礪前行踐使命
儘管香港不缺各種高聳入雲的樓宇，但中

聯辦大樓在西區毫無疑問是一個標誌性建
築，來來往往有很多拍照留念的人。記得有
一次在大樓門前遇到一個背包客，起初只是
像大多數旅人一樣簡單拍了幾張照片，但隨
後他駐足良久、不忍離去，感慨萬千的神色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禁上前與他攀談起
來。原來他幾年前也曾在大樓工作過，當時

的小年輕，時光荏苒，如今帶着老婆孩子來
香港遊玩，期間自己特別想來再看看這個曾
經揮灑下青春並為之奮鬥的地方，就有了這
次說走就走的行程。

中聯辦的員工來自祖國大江南北、五湖
四海，大家為着奉獻「一國兩制」事業、
服務香港的共同理想以港為家，在香江兩
岸躬體力行。這個任務艱巨、使命光榮的
集體為了適應新要求、把握新機遇、融入
新時代，需要不斷的注入新鮮血液，很多
同事在香港工作的時間只有短短數年。兩
地的奔波與牽掛，頻繁的輪崗和交接，匆
匆的相識到離別，這都是很多中聯辦人的
必經之路。然而，我在這裡遇到的每個人
身上從來沒有過客的影子，也沒有人因此
而降低工作標準或是放鬆對自己的要求。
他們中有人兩地常年夫妻分居，依靠彼此
的理解和支持保證了家庭與工作的雙和
諧；有人帶着對父母和兒女的無限牽掛，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十年如一日恪盡職
守；有人更是從此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和
致力於「一國兩制」事業。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雖然自己在
香港一年過半的工作時間並不算長，但在
這段珍貴短暫的人生旅程中，我拓寬了視
野見識，提高了個人能力，收穫了深厚的
友情。接下來在港工作的日子裡，我將把
中聯辦人忠誠、敬業、奉獻、創新的優秀
品格保持和發揚下去。希望有朝一日，自
己有機會跟之前的背包客一樣重返故地
時，也能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不因虛度
年華而悔恨，大聲驕傲地告訴自己：「香
港，我來過！」

以夢為馬 莫負芳華
警聯部 張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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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伊利沙伯醫院正門附近
發生塌樹傷人事件，一名中年
婦路過被擊中倒地。

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棵約10米
高琴葉榕塌下，兩名內地女遊
客被大樹壓中受傷。

中環舊政府總部對開細葉榕樹
根疑受真菌感染腐爛塌下壓傷
地盤女工。

羅便臣道斜坡塌下印度橡樹，
一名孕婦重傷身亡，腹中男嬰
被救活。

男子在荃灣清理神功戲棚，被
大樹塌下擊中後腦命危。

大埔塌下細葉榕樹椏擊中貨
車，南亞裔男乘客慘死。

沙田圓洲角1棵盾柱木受真菌
感染折斷，壓斃踏單車男子。

赤柱大街百年古樹刺桐倒塌，
途人1死2傷，女死者是19歲
港大學生。

「政府主張綠化，區議會都好支持種樹，但
樹種適唔適合，種嘅位置有冇問題，好

似冇乜人認真深究，以為剪咗鋸咗（樹木）就冇
事。」植物網站「樹木谷」創辦人兼註冊樹藝師
劉文忠表示，相關管理部門以為修剪樹木便可解
決問題，不知道樹木多傷口易滋生細菌，影響樹
木健康。
劉指，以樂富邨樂翠樓外的聯合道為例，應種
植較小樹種，不應如現在般栽種開展式樹冠的品
種，令左邊樹椏伸展出馬路，隨時會撞到途經車
輛，危害駕駛者安全；而右邊樹椏貼近大廈牆
身，不符合標準，除了易生青苔外，昆蟲亦會走
入屋內，「好多時（政府部門）有位就種
（樹），冇理樹木夠唔夠位生長。」
在附近位置，就有另有一棵幼樹歪曲生長，貼
近大廈圍牆，樹椏傾向馬路方向。

樹椏疑被車撞傷 易惹菌
記者發現，在毓華街慈康邨馬路旁，便有一棵
樹的左邊樹椏疑被車撞擊而破爛。劉說：「呢刻
棵樹唔會有問題，但若果唔理，傷口會有細菌入
侵，估計一年後就會有問題。」
除了種植問題，部門在保養樹木上，也反映出
漏洞。「左邊樹幹枯萎，無論頂部同底部都受真
菌影響，白色一撻撻，要盡快修剪。」
劉指，在鑽石山龍蟠苑鄰近行人天橋，附近有
巴士站，是不少居民必經之處，惟上址一棵樹木
的樹幹卻疑被真菌入侵，恐會塌下。

樹幹被真菌入侵恐倒塌
長春社總監蘇國賢亦稱，上址樹木的樹幹被真
菌入侵，擔心有倒塌危機。
在黃大仙杏林街休憩處中央，亦有大棵枝葉枯黃
的短穗魚尾葵，明顯受菌害威脅。「近幾年，我都
發現呢種樹多咗枯萎，唔知咩原因，其實只要勤啲
剪走枯葉，就冇咁易令孢子擴散。」劉說。
除此之外，中華樹藝師公會會長歐永森提醒：
「樹木好似化妝師，懂得遮掩缺點，明明內部爛
晒，但外表睇嚟冇事，家好多塌樹外表睇嚟都
冇事。」
他指，其中一個令樹木被真菌入侵的原因，就
是種植位置過小，樹根與周邊石屎產生摩擦，使
真菌易入侵樹幹，影響內部結構，其中在聯合道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外的一棵樹木，便明顯種植
位置過小。
康文署發言人稱，在今年上半年，署方沒有接
獲上述樹木疑有倒塌風險的投訴。而在高人流及
車流地點的樹木每年會進行最少一次樹木風險評
估工作。

危樹處處，下一位受

害者會是誰？日前秀茂

坪新清水灣道有印傭被印度橡樹樹椏擊

斃，再喚起社會對樹木管理的關注。本

報記者近日四出視察，發現黃大仙區及

九龍城區有5處地方出現危樹，有樹幹

已被真菌入侵，恐有倒塌危機，因部分

地點鄰近巴士站及行人路，令人擔心途

人安全。有樹藝師直指，當局在管理樹

木上沒有周詳策略，衍生不少種錯樹或

種錯位置的問題，使市區佈下一個個塌

樹陷阱。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目前政府有關保育樹木的
外判合約上，均要求聘用合
資格的專業人士負責，工作
類型包括樹木風險評估及監
督或執行相關樹木操作，例
如實地巡查、擬備樹木巡查
報告、樹木修剪，以及建議

緩解措施等，惟樹藝師的執業資
格，現時政府並沒有發牌機制監
管，而有志從事樹藝工作的人
士，可透過考核英國、美國、澳
洲或本港團體舉辦樹藝課程入
行，令外界質疑沒有統一標準。
植物網站「樹木谷」創辦人

兼註冊樹藝師劉文忠認為，政
府必須訂立有效的發牌機制，
才可監管樹藝師的工作質素，
不符合資格的人士，便應除

牌。
他不明白為何政府一直不為

樹藝師訂立發牌制度，「樹木
辦成日話業界唔夠人，但究竟
有冇統計過香港有幾多樹藝師
呢？統一發牌咪知囉。」
他稱，以本港樹木法例為
例，若在外地修讀的樹藝師，
他們未必熟悉本港法例，故此
在發牌機制內加入相關內容，
可令樹藝師資格更加全面。
中華樹藝師公會會長歐永森

表示，目前部分樹藝師課程只
須考核選擇題，有欠專業性，
故此他很支持推行發牌制，並
建議樹藝師要修畢樹藝學士學
位，以及兩年至三年相關經
驗，才可符合資格。

樹木管理辦事處成立 9
年，但塌樹意外仍不時發
生。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質
疑樹木辦管理的成效，
「每年仲有咁多塌樹，究
竟管理準則係點嘅呢？」
他提到，樹木辦着重未來

園藝的情況，卻忽視現有樹木
的保護，「應先確保已種樹木
健康，再計劃將來點種。」
2008年8月，赤柱大街一棵列

入康文署古樹名冊的刺桐古樹
倒下，砸斃19歲女生，發展局

於2009年6月成立樹木管理辦
事處。
根據資料，樹木風險評估工

作分兩階段進行，即「以地點
為本」及「以樹木為本」。
香港康樂事務職員總工會會

長張兆榮稱，政府設立樹木辦
多年，但卻危樹滿街，應停止
把管理樹木的工作外判，改由
專科專責，由學院培訓人才，
一站式對樹木及城市綠化進行
設計、管理、教育、地區員工
訓練。

■香港，現代與市井交融。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日前秀茂坪新清水灣道有印傭被印度橡樹樹椏擊斃，再喚起社會對樹木管理的關注。 資料圖片

周浩鼎：先保健康 再諗點種

樹藝師資格無統一標準
無
－
牌
－
可
－
管

■在龍蟠苑天橋旁的大樹，左邊樹幹疑被真菌入侵而枯萎。

■在杏林街休憩處內，整棵短穗
魚尾葵枯萎。■在慈康邨馬路旁的一棵樹疑曾被車撞擊，樹身破爛。

■在樂翠樓外的樹枝伸出馬路，
恐會危害途經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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