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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幗無懼蟲蟻 保渠通保民命
渠署女工程師發揮親和力 與村民打交道更容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職業無分性別，傳統以男性主導的

工程師行業，近年愈來愈多女性加入，她們往往可在崗位上發揮親和

力，表現甚至比男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渠務署香港及離島渠務部工程

師鄧加月（Annie）便是其中之一。這名外表嬌滴滴的女生，經常需

要出入地廣人稀的鄉村保養渠道，面對蛇蟲鼠蟻，並需與粗豪的村民

打交道，縱然工作如何艱辛，她仍耐心聆聽市民的需要，只為確保渠

道暢通無阻，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潔淨
市容不但有利香港國際級都會形象，更
與公眾健康息息相關。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陳肇始表明，政府會利用更多環境衛
生科技，以加強監察及清潔效率，其中
於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機的
計劃，會在諮詢各區議會後延長兩年，
亦會循序漸進增加攝錄機的安裝地點至
逾300個。
陳肇始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去年暑假
香港發生多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市民對
環境衛生、滅蚊滅鼠工作十分重視。參
考過去經驗，食衛局和食環署就今年的
防治蟲鼠工作，訂立加強預防、協作和
監察的策略。
在加強預防方面，政府跨部門防治蟲
鼠督導委員會今年特別提早於上月舉行
首次會議，並決定提早啟動預防工作，
在雨季來臨前開始加強防止蚊子滋生的
工作部署，待雨季來臨即開始動員進行
霧化工作，殺滅成蚊。
至於加強協作，房屋署已聯同食環署
在愛民邨及葵芳邨推行為期3個月的目
標小區滅鼠行動試驗計劃，以加強成
效。
督導委員會已向各部門提供防治蟲鼠
工作的建議及工作指引，並要求各部門
參考食環署的行動模式。
有關加強監察，食環署會進一步增加
登革熱病媒及鼠患監察點，並針對民居
範圍、曾出現登革熱本地個案及容易出
現鼠患的地點，及至地區意見，敲定新
增監察點的位置。
食環署亦會運用科技，改善蚊患和鼠

患的監察系統，提升應對策略和防控工
作的成效。

研改良誘蚊產卵器 監察成蚊
陳肇始指出，食環署正研究改良誘蚊

產卵器的設計，預計於8月進行實地測
試，期望直接獲得白紋伊蚊成蚊（而非
蚊卵）的量化數據，即時監察成蚊密
度，避免指數滯後。該署亦正研究以夜
視或熱能探測鏡頭攝取錄像，配以人工
智能技術，監察老鼠活動的活躍程度，
預計在今年上半年進行試驗。
食環署自去年6月起已在全港各區共

96個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安裝網絡攝錄
機，打擊非法棄置垃圾。陳肇始透露，
計劃至去年底，食環署已在黑點向非法

棄置廢物人士發出295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並根據錄像向涉嫌非法棄置廢物的
車主發出93張告票。
她表示，由於各區議會均反映安裝攝
錄機後，黑點衛生情況大幅改善，故食
環署擬諮詢各區議會後，將計劃延長兩
年。他們會參考區議會提議的地點及優
次，循序漸進增加攝錄機的安裝地點至
超過300個。
她又提到，去年曾親身視察小型機動

掃街車的運作，效果不俗，有助節省外
判員工清除路旁堆積垃圾的時間，現正
與運輸署緊密聯繫，並識別其他合適使
用地方運用掃街車，加強清潔效率。食
環署早前亦已引入高速清洗盤及吹葉
機，以減省人手清潔工序。

政府多管齊下 滅蚊鼠淨市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在推動市區
更新過程中，受影響居民難免會碰到各種難
題，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表明，市建
局在安置受影響居民時，絕不能墨守成規，
而是要設身處地從居民角度出發，諒解他們
需要，從而在既定政策框架下因應不同個
案，探討能否作靈活而具彈性的處理方法，
協助居民。
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舉例指，在觀塘區扎根

55年的黃伯，是其中一個市建局本以人為先，
體恤同行的個案。 80歲的黃伯原本租住在觀塘
道一個構築物上的閣仔，它正坐落在觀塘市中
心重建計劃第5發展區的項目範圍內。
他表示，在往黃伯新居探訪前，曾特意到

閣仔了解。閣仔需經地舖內的爬梯拾級而
上，鐵梯已生銹、兩旁擺滿雜物，一不留神
很易滑腳摔倒。閣仔面積僅120呎，走動空間
無幾。洗手間只利用大廈污水渠的缺口造
成，空間有限，有時他要到街上公廁如廁。

他指，由於黃伯身體狀況日差，難以每日
攀爬閣仔，加上天花板漏水，居住環境惡
劣。黃伯曾表示希望遷往公屋，改善居住環
境，惟因閣仔是加建在違例構築物上，故市
建局不能沿用一貫政策提供安置及補償。
他續說，為紓緩黃伯殷切住屋需要，他們曾

特事特辦，讓黃伯遷到市建局安置大廈暫住，
但因黃伯希望能繼續在觀塘居住而未有接受。
惟市建局仍繼續提供協助，終成功為其覓得觀
塘翠屏北邨已翻新一人公屋單位，更酌情提前
發放特惠搬遷津貼，讓他搬進新居所。

「肥媽」帶小狗遷居公屋
另一位可在新居過年的是年過60歲、人稱

「肥媽」的雷女士。她租住在市建局土瓜灣
鴻福街/啟明街項目範圍內一個唐樓單位3年
多，與其救命恩人、小狗「阿B」相依為命。
市建局收購其租住的唐樓單位後，手處理
搬遷安置，惟因公屋和市建局的安置大廈單

位均不得飼養狗隻，令安置方面出現困難。
韋志成說，他們了解肥媽的特殊情況後，

幾經跟進，終在鴻福街覓得一個低層及裝修
較新淨的已收購單位讓她暫住。 社工亦協助
她向房屋署提出申請，以特殊需要及健康理
由，讓她帶同阿B一起遷到公屋居住。
他最後指出，要更新舊區、從而改善居住

環境和社區設施，過程繁複而漫長，亦會為
原居民帶來影響。
政策框架的規定，可確保受影響、合資格
居民均能受到一致的保障和安排；但在既定
政策外，遇到個別居民合情合理的需要和訴
求，市建局亦會本以人為先的信念，在可
行情況下盡量提供協助。

韋志成：設身處地安置重建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流感高峰期公院病床爆滿，急症
室人滿為患，醫護人手不足壓力
爆煲，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李國麟昨日出
席商台節目《政好星期天》時表
示，公院急症室大部分非緊急病
人理應可分流至普通科門診，但
政府一直不敢擴大門診街症服
務，原因是政府擔心多了街症，
變相令私家醫生的生意額減少。
他又批評政府的醫療政策立場搖
擺，沒持續發展，令人力資源無
法做配套。

八成醫生在私人市場工作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董、內科

醫生馬仲儀在同一節目中指，
「香港醫生唔係唔夠」，現時八
成本港醫生在私營醫療市場工
作，但八成病人都到公立醫院求
診，協會建議參考海外模式，由
政府出手管制私家醫生的收費，
並津貼病人到私營市場求醫。她
又認為，醫管局應更彈性聘用醫
護，增加半職人手吸引因家庭或
個人因素而未能當值36小時的
醫生。
馬仲儀又透露，自己在公立醫院

工作逾10多年，近來不少同事因為
工作缺乏成功感，亦因為工作量太
大，自評在這個環境下有危機感，
不能為病人提供良好及安全的服務

水平，因此離開公院。她認為若果政府做好
基層醫療及公私營市場的分配，令公立醫院
主要治療病情較重的病人，相信會有同事覺
得公立醫院工作合理。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則指，支持政
府介入私人市場管制私家醫生的收費，但
擔心會引來很大反彈，他認為中短期要增
加醫護人手數量，亦有空間做更多公私營
合作項目。

港20年未興建大醫院
另外，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宣佈連續第二

年撥款5億元予醫管局應對流感高峰期。醫
管局成員林奮強昨日出席有線電視節目
《Sunday有理講》時稱，醫管局應變迅
速、執行力高，但在政策層面上，香港20
年來沒有興建能提供過千張病床的大醫
院，加上忽略人口老化等結構問題，導致
原本應是世界上最好的體系慢慢倒退，
「在缺錢、缺地、缺人」的情況下，造成
今日的局面，他認為需要從政策上入手，
解決問題。
屯門醫院心臟專科醫生黃任匡則批評，

「政府及醫管局不論在財政及人手方面全
無規劃，每年到高峰期就扔錢出嚟塞住大
家把口，好似解決今年就夠。」他認為若
政府真的覺得5億元有助紓緩，便應將其變
成恒常開支，又續指醫生看症之餘，放工
仍要開會、處理醫療報告和醫療認證計劃
等，令工作百上加斤。
黃任匡認為關鍵是如何吸引海外人才，若

本地醫生都不留在公營醫療體系，又如何去
吸引其他人呢？林奮強對此亦表示認同，指
即使引入100個醫生，僅佔全港醫生一個百分
比，無助紓援人手緊絀的問題。
公立醫院急症室護士、衛生服務界選委

劉凱文在同一個節目中表示，每年冬季流
感高峰期醫院都面臨爆煲，由40張常規病
床增至50張至60張床，精神科更多達70
張，「經理房、電視機底、鋅盤，見到嘅
地方都會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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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去年視察小型機動掃街車的運作。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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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媽與小狗阿B可在舒適的新居歡
度農曆新年。 網誌圖片

■鄧加月的工作主要負責大嶼山南部的渠務工程保養，工作範圍覆蓋三分之二個大嶼
山，約等於460個維多利亞公園面積。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攝

■醫生倡津貼病人去私院求診。圖為醫院
病房內的走廊亦放了多張病床。 資料圖片

本身是「90後」的Annie於三年前加
入渠務署，兩年多前被調派到大嶼

山工作，主要負責大嶼山南部的渠務工
程保養，工作範圍覆蓋三分之二個大嶼
山，約等於460個維多利亞公園面積。為
確保渠道暢通，Annie需要定期檢查污水
渠狀況及監督清洗工作，亦要跟進獲批
的村屋興建申請，審視施工地點是否存
在水浸風險，要求有足夠排水道和承托
力疏導雨水。
由於大嶼山南部幅員遼闊，缺乏公共
交通工具，常步行一個多小時山路，才
能到達工作地點。Annie指出，大嶼山南
部大部分是未發展的地區，必須親身到
場視察水浸風險，「好多時資料可能未
更新，落場睇才能看到真實情況。」
她憶述，過去在旱季一宗村屋申請，
地圖顯示建築地點鄰近山澗，到場只見
平地一片，與地圖不符。她於是「偵探
上身」，進入佈滿動物糞便和巨型蜘蛛
的蕉樹林查探，最終成功找出旱季小
河，沿河在上游發現集水區，「個集水
範圍好大，整個山的雨水都收入這條

河，下雨時一次過沖下去，如果建屋好
危險，水浸風險好大。只係睇地圖不會
發現到。」

每逢雨季24小時隨時候命
近年極端天氣愈來愈頻密，超強颱風

「天鴿」、「山竹」先後襲港，在港九
新界均造成巨大破壞。Annie說，每逢雨
季，渠務署的工程部門都要24小時隨時
候命，協助受影響的市民，例如在「山
竹」吹襲期間，署方便要將過千個沙包
運入大澳派發給居民使用，但印象最深
刻的反而是前年「天鴿」和「柏卡」，
「『天鴿』將海沙沖入河口，造成淤
塞，仲有兩三日就有另一個風（『柏
卡』），我們要在短時間內清走河沙、
樹枝等雜物，保持河道暢通。」
工程師的工作一板一眼，經常給人以

沉悶的印象，但Annie在工作期間卻發生
不少趣事，「有次在檢查水渠時，一沖
水就彈出大量曱甴，十分驚嚇。」她形
容區域工作種類五花八門，曾遇上不少
奇怪個案，「曾有市民在山澗堆石造池

塘養錦鯉，但在一次大雨後全被沖走，
竟然找我幫忙尋回；亦有老婦因為熟悉
的河道消失，要求我們挖返出來，我唯
有跟她解釋是自然河道變化。」
Annie早前獲得「2018年申訴專員嘉許

獎」公職人員獎。她認為處理公眾問
題，必須給予耐心和時間，上門聆聽市
民的需要，「雖然路途遙遠，都要將心
比己、急其所急。」她又說，區域工作
常要面對市民，女性工程師有獨特優
勢，「傳統鄉村的居民性格比較『豪

邁』，女仔會令人放心啲，加上我識圍
頭話，跟進個案比較容易，工程督察都
話由我去易處理好多」。

盼大嶼山經驗助新項目工程
她希望將在大嶼山的經驗帶回市區，

協助設計新項目工程，「例如在設計時
考慮到未來進行維修保養，會否阻到市
民出入，或影響主要幹道。區務工作可
以令我裝備多些，可在主要項目工程上
利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