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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居民嗌反對 團體支招增龕位

沙嶺「超級殯葬城」位置與羅湖商業城相距只有數百米，項目同

時引起港深兩地居民不滿，有北區居民昨日到北區政府合署請願，

反對政府在羅湖沙嶺興建殯葬設施。「公民力量」昨日表示，邊境

用地是香港未來黃金地段，擔心項目會影響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

提出剎停計劃以騰出土地作其他更具效益發展。該組織認同本港現

時存在龕位供應不足的情況，建議先在仍有發展空間的現有墳場加

建龕位處理短期龕位短缺問題（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公民力量」沙嶺建殯葬城替代方法建議

骨灰龕場相關建議

●在和合石、將軍澳及柴灣等仍有空間可發展的墳場進行擴建

●將遠離民居的離島改劃成「先人島」，興建大型骨灰龕場

●在各區分別設立一些殯葬設施

●加快審批現有骨灰龕場擴建骨灰龕數量及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

屍體火化爐相關建議

●在現有火葬場增設屍體火化爐

●推動屍體火化分流

資料來源：公民力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香港的龕位供應長期短缺，預計提供25萬個
骨灰龕位的「超級殯葬城」項目有助紓緩

問題。「公民力量」李梓敬表示，香港目前的龕
位供應不足，但認為沙嶺並非興建殯葬設施的地
點，原因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下，北區未來10
至 20年的整體規劃應要考慮如何做好兩地融
合，強調城市規劃需顧及內地需要。

增龕位數量 添屍體火化爐
李梓敬建議，政府短期內可先在現有的公眾骨
灰龕場加建龕位數量，及加快審批現有骨灰龕場
擴建骨灰龕數量和私營骨灰安置所牌照，以紓緩
骨灰龕短缺問題；長遠可發展「先人島」，在遠
離民居的離島上興建大型骨灰龕場；發展電子化
龕場，參考日本部分寺廟的做法以親人到場拜祭
時才透過智能系統將骨灰送到靈位供拜祭，以節
省用地等。
本身是工程師、曾擔任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

會委員的前北區區議員彭振聲補充，和合石墳場
及華永會轄下的將軍澳和柴灣墳場仍有不少位置
可增加龕位供應。
規劃中的「超級殯葬城」計劃提供10個屍體
火化爐，「公民力量」認為，雖然現存6個火
葬場中有5個使用率接近飽和，但長洲的火葬
場使用率只得8.8%，認為政府只要做好分流，
以及在各火葬場加添一至兩個屍體火化爐已可
解決問題。
李梓敬強調，反對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
並非只從內地居民的角度出發，北區居民亦同樣
反對計劃。打鼓嶺鄉事委員會逾20名鄉委會成
員及村代表昨日上午就到北區政府合署請願，反
對政府撥地予建築署設立沙嶺殯葬設施地盤辦公
室及存放區。

北區建厭惡性設施影響生活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北區區議員陳月明

表示，北區已有堆填區，並批評特區政府將大
量厭惡性設施設在北區嚴重影響區內居民的生
活質素，「我們早在2014年已表明反對在沙嶺
建『超級殯葬城』，惟政府多年來均無視有關
訴求。」
除了設施本身具厭惡性外，交通等基建配套是
否足夠亦是地區人士的關注點之一。彭振聲指
出，連接沙嶺的文錦渡路屬單程路，且全日都有
不少大型貨車經過，並質疑食物及衞生局早年諮
詢區議會時提出春秋二祭時以巴士接載孝子賢孫
由粉嶺港鐵站前往墳場的建議並不可行。
彭振聲認為，邊境土地應用於有利香港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設施，建議政府考慮將擬建
「超級殯葬城」的沙嶺用地改劃成購物城，「相
信不會變成翻版新田購物城，因落馬洲與新田有
一段距離，但沙嶺在羅湖站旁，可以建一條天橋
接駁，內地人過關後不用乘車便可到達，這亦可
以改善上水的水貨問題。」

「公民力量」籲剎停殯葬城 倡現有墳場增加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嶺「超
級殯葬城」發展計劃雖然引起港深兩地
居民不滿，但特區政府未有計劃將項目
剎停。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昨日表示，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深圳方面對沙嶺殯葬
設施發展的關注，已重新審視設計，利
用地形和山勢盡量減低有關設施在景觀
方面的影響。

指場地難用作其他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市
民對骨灰安置所和火化設施等殯葬設施的
需求十分殷切，政府有必要物色合適地點
設置該等設施，以確保殯葬設施可應付需
求，一旦如項目未能按計劃推展勢必嚴重
影響香港中長期殯葬服務供應，墳場內已
平整的土地及相關基礎設施亦將面臨長期
閒置。
發言人表示，沙嶺墳場早於1950年設
立，該處在過去70年均用於提供殯葬設
施，並一直規劃作墳場、靈灰安置所、火
葬場及與殯儀有關的指定用途，政府計劃
新增殯葬設施的用地處於沙嶺墳場的原有
範圍內，附近除墓地外並無配合其他發展

用途的設施，有關地方即使不用作殯葬設
施，亦難以用作其他發展。

火化殯儀館搬較低山谷
對深圳方面的關注，發言人指，特區政

府十分重視，並已在2015年至2016年間
因應相關意見而重新審視設計，將發展項
目內的火化及殯儀館設施搬遷到附近地勢
較低的山谷，並加入地面及屋頂綠化和建
築物外牆垂直綠化等多元化的綠化元素，

同時利用地形和山勢盡量減低有關設施在
景觀方面影響。
發言人強調，沙嶺殯葬設施發展屬《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的指定工程項目，必
須根據法定標準及要求通過空氣質素、景
觀和視覺上等多方面的環境影響評估，並
實施所需的緩解措施，承諾會確保項目的
工程嚴格按照適用的法例及標準進行，並
有效監管日後運作，確保設施對港深兩地
周邊居民的影響減至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沙嶺「超級殯葬城」項目連日
來於深港兩地引發巨大討論。食物及
衞生局發言人昨日稱，會利用地形和
山勢盡量減低有關設施在景觀方面的
影響。有居深港人也表示，從香港工
地望向深圳，似乎還隔着山水。殊不
知，項目佔地廣闊，從深圳居民樓望
向香港一方，確實「近在咫尺」，視
覺衝擊很大。
港人王先生指出，食衞局說沙嶺於
1950年已經是墳場用地，沙嶺原來就
是禁區，外來人沒法輕易進入，因此
沙嶺只是提供給原居民使用並不像現
在大規模建設，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地

說沙嶺是規劃為墳地，搬1950年的
說法出來明顯沒有考慮到與時並進，
也沒有大灣區概念。
他直言，土地規劃需要與時俱進，近
年來國家推動大灣區建設，深圳方面亦
出台了許多便利港人工作生活的措施，
吸引眾多港人北上，尤其是在沿口岸的
住宅小區，居住着相當多的港人，希望
香港政府不要一成不變，應該着眼大
局，提出解決方案，建議利用離島或已
通路的大嶼山，人煙較少的地域。若堅
持工程只會造成不可磨滅的兩地矛盾地
標，也影響港人在內地的安居。雖然項
目突然叫停固然存在困難，但這也是對
政府的決心和智慧的考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超級
殯葬城」的土地平整工程將於今年稍後完
成，但隨着大灣區發展慨念，民建聯新界
東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質疑是否需要將「超級殯葬城」建於
大灣區的重要戰略之地，而犧牲經濟發展
用途，並認為特區政府應更好利用土地發
展經濟。
陳克勤表示，認同本港有增建殯葬施設
的需要，並指「超級殯葬城」涉及逾20萬
個骨灰龕位、火葬場和殯儀館，而特區政
府正於落馬洲河套區發展創科，新界北區

也正進行發展規劃，將來或有數十萬人口
居住，要考慮當區與殯葬發展是否配合。
他質疑是否有需要將一個大型殯葬設施

設於位於邊境的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心，
批評是規劃上的失誤和荒謬，認為有關部
門應調整思維。

屯門曾咀安置所可應付需求
對被指當年在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就有

關土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申請撥款時也
投贊成票，陳克勤強調自己並非「轉
軚」，只是認為如果有更好用途，就應將

規劃錯誤糾正。
陳克勤指出，香港平
均每年有5萬人死亡，
屯門曾咀有新設的骨灰
安置所，認為已足以應
付需求，即使暫停或縮
減沙嶺「超級殯葬城」
的規模都不會影響公營
骨灰龕位供應。他並建議政府在現有的殯
葬設施上擴建，或設於無人居住的島嶼；
至於已開展平整工程的土地，可改作物流
和創科產業。

沙嶺「超級殯葬
城」項目對於居住
在香港的市民來
說，是遠在郊區的
項目，但從深圳方
面來看，卻是距離

鬧市區近兩三百米，好似「隔條大馬
路」。尤其是在羅湖口岸，可以近距
離看到工程的整個進展。
記者沿着港人熟悉的國貿商圈往羅湖

口岸方向走，沿路都可以看到一大片

「黑色的山頭」，工程車在工地工作
着。來到羅湖商業城，商城一側正對工
地，站在這裡可以近觀對面工程車的動
作、工程的詳細進展。抬頭一望，羅湖
口岸聯檢大樓和工程「同框」，彷彿
「緊密挨着」。由於疫情，羅湖口岸周
圍行人寥寥，但偶有路過的人，都表示
難以理解，「口岸是城市的門面，今後
遊客經羅湖口岸去香港，未見城市，先
看到大片『墳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食衞局：重新審視設計 減低景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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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規劃失誤應調整思維
居深港人：政府應着眼大局

深圳望去似「隔條馬路」

●北區居民昨日到北區政府合署請願，反對政府在羅湖沙嶺興建殯葬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公民力量建議在現有墳場加建龕位處理短期龕位短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物及衞生局昨日表食物及衞生局昨日表
示示，，已重新審視沙嶺殯已重新審視沙嶺殯
葬設施設計葬設施設計。。 中通社中通社

●陳克勤

●羅湖口岸與
沙嶺殯葬城(箭
咀 示) 近 在 咫
尺，從深圳望
去好似「隔條
大馬路」。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