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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黑暴及疫情雙重打擊而深陷財困

的海洋公園，能否續命取決於立法會財

委會是否批出54億元撥款。面對開園

以來最大危機，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

總館長祝效忠坦言，園內護理員從無忘

記維護動物福祉的初心，一旦公園倒

閉，逾7,000隻動物各散東西，團隊定

能盡一切努力聯絡世界各地的動物園接

收，替牠們找到「好歸宿」。他坦言，

處理動物「大遷徙」過程充滿挑戰且漫

長，為免一眾動物經歷此災劫，希望巿

民可以珍惜這個由香港打拚出來的品

牌，支持公園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海園若倒閉 7000動物「大遷徙」
保育部總館長盼市民珍惜公園 免熊貓企鵝歷劫尋歸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屋協會
借用港鐵前員工宿舍大埔策誠軒作為過
渡性房屋，為期5年。
房協昨日表示，策誠軒共有185個單
位，當中超過130個單位將以「暫租住
屋」形式出租，供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
的3人至6人家庭，並於本周三（20日）
至下月2日接受合資格的公屋輪候家庭
申請，下月中旬進行電腦抽籤，以決定
申請人的優先次序，最快8月入伙，月
租連差餉約2,800元至5,000元。

首批最快8月入伙
策誠軒的「暫租住屋」由港鐵前員工

宿舍翻新改裝而成，設有多種面積間
隔，當中3人至4人單位介乎290至312
平方呎，每月暫准居住證費用為2,800元
至3,000元（包括差餉）；至於5人至6
人單位約 441 至 506 平方呎，費用為
4,300元至5,000元。
若暫居住證費用日後作出調整，房協

會按條款以不少於一個月書面通知有關

住戶。
抽籤後會根據合資格申請人的「優先

次序號碼」及家庭人數，發信邀請申請
人進行審核及單位編配程序。若申請人
接受獲編配的單位，須辦理簽署暫准居
住證手續，首批成功申請的家庭預計可
於今年8月入伙。申請人只有一次獲配
單位的機會，如放棄該次機會或獲邀而
沒有出席編配單位程序，其申請會被取
消。
合資格申請者須為3人至6人家庭；

輪候房委會公屋已3年或以上（即登記
日期2017年 6月 3日前)；相關的公屋
申請書仍有效；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須符合申請房委會公屋的現行政策及
資格（包括但不限於家庭人數、入息
及資產）；以及在港無任何住宅物業
等。
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表示，早前於漁

光村和觀塘花園大廈推出的「暫租住
屋」項目均申請踴躍，反映過渡性房屋
的需求殷切。「今次和港鐵公司合作，
再次讓現有房屋資源得以善用，更可於
短時間內幫助有迫切需要的基層家庭改
善居住環境。」

■劉鳴煒指
54 億元是避
免清盤的最
低金額。

資料圖片

策誠軒「暫租住屋」明起接受申請

■大埔策誠軒超過130個單位將以「暫租住屋」形式出
租。

海洋公園現有7,500多隻動物，當中魚類加無
脊椎動物有6,000多隻，佔比最多，另有

200多隻包括大熊貓等陸生動物，以及大量雀鳥
類及企鵝等，當中不乏稀有物種如大、小熊貓、
小爪水獺、金絲猴及中華鱘等，當中的大熊貓、
金絲猴、企鵝及海洋哺乳類動物如海豚、海獅
等，一直深受歡迎，不少巿民更專程入園探望這
班動物明星。

遊客下滑 疫情襲園 財壓加劇
不過好景不常，海洋公園近年遊客數量由高峰
每年逾700萬人次開始下滑，2018/19年度跌至
約570萬人次，加上疫情來襲海洋公園配合抗疫
措施被迫關門，財政壓力進一步加劇。
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鳴煒昨接受傳媒訪問
時直言，54億元撥款是目前拯救公園的最可行方
案，如公園倒閉粗略估計開支需100億元，包括
安置7,500多隻動物及遣散2,000名員工。

小朋友恐失戶外流動教室
統領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團隊的祝效忠亦認
為，如果公園倒閉，損失的不止是動物、專業團
隊和一個主題公園那麼簡單，「仲係無咗一個由
香港打拚出嚟嘅品牌！」他認為這是非常可惜的
事，小朋友亦失去一個戶外的流動教室，無法接
觸自然環境，吸收保育教育的訊息。
他指出，大熊貓「佳佳」、「安安」先後成為

全球最長壽圈養大熊貓，全賴專業團隊悉心照
顧，各員工視動物為至寶。萬一財委會撥款無法
通過，園內逾7,000隻動物勢將流離失所，祝效
忠指，由於大部分公園飼養的動物皆屬繁殖物
種，無法放生野外，但有信心團隊可以盡一切努
力去找到合適的機構接收動物，但承認並不容
易，存在好大的挑戰。
他希望香港人可以繼續支持海洋公園，亦確信
一班專業團隊能本住初心，維護好動物的福址，
而7,000多隻動物於新冠疫情下健康理想，沒有
出現任何症狀，園內的動物和團隊皆已準備就緒
隨時開放迎接遊客到來，繼續讓公園服務香港市
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疫情影響下，海
洋公園需要休園，其間動物護理員仍會為園內動
物進行定期的體檢，比如抽血及CT電腦掃描檢
查。而動物的飲食變化及社交行為亦會被及時觀
測，排泄物的樣本也會送交獸醫分析，一旦動物
的健康有細微變化，便即刻知曉。
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總館長祝效忠以大熊貓
作例子指出，「牠們是獨居動物，我們比較注意
牠們食量和喜好的變化，通過分析糞便顏色和氣
味的不同，觀測牠們身體變化。」但如果是企鵝
這類群居性動物，則較留意牠們的社交行為，比
如觀察牠們之間的互動，從而來判斷身體是否出
現不適。
為了使動物接受體檢時，能減少因使用麻醉藥

而帶來的健康風險，及保護動物護理員的人身安
全，海洋公園的動物團隊亦為動物們設計一套護
理訓練鼓勵機制，用目標棒和動物們喜愛的食
物，讓動物們熟悉體檢的流程，引導動物們快速
地做完健康檢查。
「由於長年累月的細心照料，護理員和動物之

間建立互信的橋樑，動物雖然不能開口說話，但
是通過護理員的手勢和口哨聲，牠們能夠明白自
己要做體檢，就會主動配合，不會做出攻擊行
為，護理員的安全也得到保障。」祝效忠說。
他表示，經過多年的檢驗，證明這些做法有

效。「除了魚類，園內的哺乳類動物幾乎都能在
體檢時主動配合，例如熊貓可以在沒有麻醉的情
況下，主動伸手接受抽血。揚子鱷和加州海獅也

能在少使用或者不使用麻醉的情況下，接受CT
掃描的檢查。」

團隊研製玩具鼓勵做運動
此外，為了鼓勵動物做運動，園區會模擬野外

生存的環境，動物護理員團隊也研製出獨特的玩
具，玩具裡會塞進動物喜歡的食物，逗動物在玩
耍中獲得食物。
祝效忠表示，研製這些玩具的目的就是為了給

予動物生理和心理上的刺激，提高牠們的靈敏
度，增加與同伴的互動，提升社交能力。對於處
於人工飼養環境的動物來說，有強身健體、促進
交配繁殖等生理上的好處，更有助於化解牠們可
能面對的心理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府申請54億元打
救有財政困難的海洋公園，立法會財委會今日繼續審議
相關撥款。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鳴煒昨日接受傳媒
訪問時表示，54億元是避免清盤的最低金額，園方未來
一年會將開支削減至往年的三分之一，以開源節流的態
度運作。至於年底建成的「水上樂園」由於營運成本
高，完工後也暫不開放，待檢視定位後，才敲定營運安
排。

若倒閉要百億安置及遣散
劉鳴煒昨日接受多間傳媒訪問表示，建議54億元撥

款是目前拯救海洋公園的最可行方案，如果公園倒
閉，粗略估計開支需要100億元，包括安置7,500多隻
動物及遣散2,000名員工，他認為倒閉並不划算。在削
減公園的開支至往年三分之一後，政府批出的54億元
可讓公園捱過未來一年，其後公園仍有很多發展的可
能性。

未計水上樂園成本 未必即時開放
今次的54億元撥款，其中一部分用於為「水上樂

園」工程「埋單」。劉鳴煒透露，工程今年底完工後，
未必會即時開放，「54億元撥款未計及水上樂園營運成
本，我認為應該檢視（定位）後，才有好好的營運安
排。」
劉鳴煒指，多年來公園在無政府資助下，要提供公共

服務，又要自負盈虧並不容易，不少人不明白公園不只
是一盤生意，還包括動物拯救、教育及保育工作，「關
掉過山車可用錢買回來，但有些（東西）失去了就永遠
失去」。他重申並非想要「逼」某一方做決定，但任何
檢討方案都比清盤好。
針對近年來入園人數下滑問題， 劉鳴煒表示，公園

於數年前，內地遊客開始減少時已經轉型，後來東南亞
客人已經上升40%，本地市民於去年的入場率亦上升超
過10%，但疫情令公園情況由嚴峻轉成緊急。
他表示，目前公園定位及財務安排等均受到《海洋公

園公司條例》規管，樂見政府破天荒成立檢討小組，重
新檢視。政府或會修改條例令公園更善用海岸線發展優
勢，商討融資或更多商業合作，「起樓、做休閒設施、
甚至免費入場，都充滿無限可能」，但新定位需財務可
持續發展及運作模式符合港人期望。
有議員建議拆走多餘的機動遊戲，騰出空間作為動物

園，或是土地發展，亦有議員建議跟其他主題樂園機構
合作發展海洋公園。劉鳴煒認為，因尚未取得撥款、檢
討工作也未開始，如果各方在這一刻已有既定立場或預
設答案，政府檢討工作可能會變得不客觀，變相「浪
費」了是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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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園動物照體檢 熊貓抽血免麻醉

■海洋公園
的護理員每
日要為園內
動物準備大
量飼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由於容易出現蛀牙的情況，護理員正在為斑海豹進
行定期的洗牙。

■香港海洋
公園陷入財
困，圖為園
內精品店。

▲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
部總館長祝效忠。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大熊貓安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海洋公園飼養的7,000多隻動物來自世界各地。

▶海洋公園護養員每日
悉心照料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