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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優質物資 保港衣食無憂

新鮮或冰鮮雞
61,174噸

價值12.56億元
20.5元/公斤

冷藏雞
55,496噸

價值9.98億元
18元/公斤

活魚活魚
48,599噸

價值13.32億元
27.4元/公斤

新鮮或冰鮮魚
22,828噸

價值6.86億元
30元/公斤

冷藏魚
28,041噸

價值9.44億元
33.7元/公斤

豬牛雞魚肉、新鮮水果

蔬菜、淡水電力天然氣……來自內

地的資源源源不斷地為香港民眾生活和

經濟發展提供「動能」。在中央政府、相關

部委、相關省市支持下，香港去年從內地進口

約360億元生活物資，保證了香港市場基本生

活物資整體供應充足穩定，未出現明顯的缺

供、短供、斷供現象，並且價格基本平穩，

未出現重大衛生質量安全事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馬琳

活牛
17,146頭

價值4.1億元
23,988元/頭

冷藏牛肉
126噸

價值0.06億元
44.8元/公斤

新鮮及新鮮及
冰鮮蔬菜冰鮮蔬菜
775775,,132132噸噸

價值價值2626..6565億元億元
33..44元元//公斤公斤

新鮮水果新鮮水果
224224,,128128噸噸

價值價值1212..5555億元億元
55..66元元//公斤公斤

新鮮雞蛋新鮮雞蛋
1212..6868億隻億隻

價值價值66..7575億元億元
00..5353元元//隻隻

去年360億元輸港包羅萬有 中聯辦做「橋樑」溝通服務

「湘」品溯源監控 認證嚴查保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從內
地進口香港的基本生活物資繁多，其中
不少內地農副產品更是本港進口食品的
主要來源。多位不同食品的業界人士近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現時
進口有關食品來港井然有序，供應量及
安全都有良好把關，全賴香港及內地的
有關部門一直緊密合作，互相交流信
息，且發現問題時能即時商討解決方
法。他們均期望兩地的密切合作關係可
以持續，無論對業界及市民均有很大裨
益。

豬肉總商會：生猛健康始供港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表
示，去年內地發生非洲豬瘟事故，令他
們的生意遭受沉重打擊，惟經內地相關
部門加強對供港活豬的檢疫監管、特區
政府採取嚴密生物保安措施，以及業界
積極配合：如在農曆新年期間暫停屠宰
活豬讓屠房進行全面清潔等措施，均令
活豬供港情況邁向穩定，本港亦沒有出
現與活豬有關的食安問題。
許偉堅認為，皆因大家都希望事故不會
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故一直緊密合作，當
發現豬隻有問題時，內地會即時發佈，對
供港活豬執行的檢驗檢疫工作，水準更

「超過百分百」，豬隻「唔生猛、唔健
康」都不能供港，令市民安心，市況能盡
快回復正常。他冀未來兩地繼續就進口活
豬的安排保持緊密聯繫。

蔬菜批發商會：嚴把關民安心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袁昌表

示，現時香港市面上大部分菜蔬均是從
內地進口，不但有來自廣東省，來自外
省如雲南、湖南、江西等地也有不少，
基本上香港一般家庭進食的蔬菜種類，
均供應齊備。
袁昌指出，特區政府在文錦渡設有食

品管制中心，會對進口本港的內地蔬菜
進行抽查，而內地輸入本港的蔬菜，必
須由內地註冊菜場或收購站供應，並受
內地有關監管機構監管，這些年來一直
運作順利。兩地互相合作把關，得益的
自是本港市民。

鮮果物流協會：進口貨受歡迎
香港鮮果業物流協會主席周勝表

示，香港不少鮮果均從內地進口，除了
長期出產的蘋果、橙、梨，也有季節性
的荔枝等，均甚受香港市民歡迎。他同
樣期望兩地能保持緊密合作，令市民可
以吃到最新鮮及安全的食品。

量足質佳款齊
蔬果肉商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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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 內地
是香港農副產品、特別是鮮活食品的主
要來源地，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近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鑑於內地食物在本
地市場的比重，香港與內地訂立行政安
排，內地供港的禽畜、禽蛋、活生水產
和蔬果，必須來自註冊供港養殖場、種
植場和加工廠，為供港食物質素提供額
外保障。
食衛局指出，內地相關部門一向重視

供港食品的品質、安全以及穩定供應，
並與香港建立非常緊密的溝通聯繫機
制，商務部每年均會率團來港，與食衛
局人員會面，就供港食品的供應和安全
交流意見，包括在春節前率領代表團到
港，保障春節期間輸港農副產品穩定供
應及品質安全，今年亦不例外。
食衛局又指，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

全中心一直採取世界衛生組織「從農場
到餐桌」的策略，在食物供應鏈不同環
節進行監察及管控。食安中心規定高風
險食物，即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
須來自獲食安中心批准的來源地及附有
衛生證明書等，並與各地監管機構緊密
聯繫。
此外，食安中心按照風險為本的原

則，分別從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抽取從各地
（包括內地）進口本港的食物樣本，進行化學、
微生物和輻射檢驗，以確保在香港出售的食物符
合法例要求，以及適宜供人食用。

檢測整體及格率達99.8%
食衛局表示，食安中心每年抽取及檢測約6.5

萬個食物樣本，檢測的整體及格率一直維持在非
常高的水平，去年的整體及格率便達99.8%。

莞菜多招監管 港人食得安心

活豬
1,458,657頭

價值32.19億元
平均2,207元/頭

新鮮及冰鮮豬肉
5,421噸

價值1.49億元
平均27.4元/公斤

冷藏豬肉
33,265噸

價值11.85億元
平均35.6元/公斤

小麥粉
77,892噸

價值3.48億元
4.5元/公斤

大米
22,929噸
1.42億元

價值6.2元/公斤

淡水
7.36億立方米東江水

47.93億元
價值6.5元/立方米

電力電力
1212,,601601千兆瓦小時千兆瓦小時
價值價值6161..8181億元億元
00..4949元元//千瓦小時千瓦小時

天然氣天然氣（（氣態氣態））
22,,366366,,549549公噸公噸
價值價值9797..4242億元億元
44,,117117港元港元//公噸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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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東莞作為廣東供港農
副產品的重鎮，過去多年來在穩
定供應和質量安全方面不斷下工
夫。黃埔海關隸屬東莞海關屬地
監管科副科長朱桂周表示，東莞
海關轄區供港新鮮蔬菜日均100批
次、1,100噸，年均供港量接近40
萬噸，佔香港新鮮蔬菜市場份額超
過30%。
朱桂周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供港蔬菜種植基地經所在
地海關備案後，除了所在地海關的
日常監管外，東莞海關還要求加工

企業啟動對其合作種植基地的日常
巡查工作，重點對種植基地的科學
用藥和田間日常管理進行監督和指
導，保證蔬菜原料在種植源頭的質
量安全。
蔬菜原料在進入轄區加工企業

後，東莞海關要求加工企業做好自
檢自控工作，建立原料溯源、原料
批批速測等管理制度，保證入場蔬
菜原料的質量安全。
近10年來，東莞海關供港蔬菜質
量安全狀況穩定，質量及格率維持
在99.97%以上，保障了香港民眾的
吃菜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進 長沙
報道）湖南歷來是港澳農產品供給
基地，從50年前開通供港「三趟快
車」，到如今每天都有數百台車輛
運送農產品入港，湖南生產的優質
大米、豬肉、蔬菜、茶葉、臍橙、
茶油、湘蓮等農產品已深深融入香
港市民日常生活。
湖南省農業農村廳農產品質量安

全監管處相關負責人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湖南從2018年
起，全面推行農產品「身份證」管
理制度。目前，湖南48個縣市區整

建制推進農產品「身份證」管理體
系建設，全省875家農業企業2,332
個農產品入駐「身份證」管理平
台，1,700餘個綠色、有機、地理標
誌農產品全部實行「身份證」賦碼
標識。
通過建立農產品「身份證」，湖

南輸港農產品實現了從源頭抓起，
全程監控以及質量可追溯，確保
「湘」品經得起香港檢測機構更嚴
格的檢查，逐步實現湖南檢測與香
港檢測無縫對接，實現質量安全雙
保險。

內地是香港農副產品，特別是鮮活食品的主要來源地。根據特區政
府統計處提供的數據，2018年香港從內地進口了肉類、蔬果、雞

蛋、大米等農副產品超過130萬噸，整體數量變化不大；同時，從內
地輸入7.36億立方米東江水，同比增長11.0%；12,601千兆瓦小時電
力，同比增長0.2%；天然氣（氣態）2,366,549公噸，同比下降
3.2%。上述生活物資進口金額約360億元。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內地供港澳農副產品的相關工作，一直以來
內地對港澳各項農副產品均保持穩定供應，保障了港澳市民的
生活所需。

中央定期派團來港考察
每年春節之前，以國務院辦公廳、商務部、國務院港澳辦、

海關總署以及廣東省有關部門組成的代表團都會來港，與特區
政府食物及衛生局等有關部門進行工作溝通，召開內地供港代理
行座談會，聽取其對保供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並對香港農副產品
市場供應和價格情況進行考察。

粵贛成應急「蓄水池」
今年1月28日至30日，國家商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孫彤就率團訪港，了

解供港農副產品保供工作。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為應對突發災害
性天氣可能造成的影響，商務部已將廣東、江西作為供港澳農副產品的
「蓄水池」，一旦出現突發情況，兩省將充分發揮應急保障作用，保
障港澳市場的生活所需。
供港基本生活物資整體供應充足穩定，離不開中央政府歷來高度重

視港澳市場農副產品供應和質量安全問題，關心港澳地區人民的生活，
也離不開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在保供工作中擔負起的「橋樑」作用。
據了解，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在保供工作中與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供
港代理行保持緊密溝通，及時了解內地供港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做好特區
政府有關部門與代理行之間的意見溝通，及時向商務部反映供港工作中
出現的情況，報送相關信息和媒體輿情，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

嚴格防疫保活豬安全
去年8月內地出現非洲豬瘟疫情，並持續蔓延至大多數
省份，緊連香港的廣東也出現了疫情。為防控非洲豬瘟
疫情，確保供港活豬安全供應，內地有關部門、駐港
機構加強溝通，採取了有效措施。供港代理行亦合
理規劃和安排年度供貨計劃，督促相關出口企
業、養殖場提前落實貨源等，並嚴格按照海關部
門要求，做好消毒防疫和隔離防護措施，基本保證

了供港活豬數量和價格穩定，並確保檢疫安全。供港活
豬至今未發現疫情。

■內地穩定
為港供應生
活物資，保
證港人食得
安心。圖為
市民開心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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