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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渠務工程制訂更周全的方案，需廣納社會各界意見。為此，渠務署利用不同平台向

市民、區議員、業界以及環保團體等闡述工程計劃的細節，並聽取他們的意見，促進交

流。以「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為例，本署先後舉辦各種公眾參與活動，讓市

民認識計劃詳情，一同完善工程方案。此外，渠務署不時安排相關推廣活動，如參觀渠

務設施、開放日，以及生態導賞等，讓社區對渠務署的工作有更透徹的了解。渠務署同

事在公餘亦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回饋社會。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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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

推動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是現時世界的大趨勢。為與時並進，政府近年在諮詢模式方面提倡「公眾

參與」，積極建立與市民溝通的渠道。此外，政府部門主動聯絡民間團體，廣納公眾意見，以協商方式制

訂改善方案，完善地區發展。

「公眾參與」是一個強調雙向溝通，鼓勵市民表達意見的模式。政府舉辦各種諮詢活動，一方面向市民解

釋政策目標、實施過程及影響等，另一方面回應各界關注的事項，考慮市民的意見，讓市民和政府就方

案凝聚共識，使相關措施更趨完善。

渠務署專責為市民提供優質的雨水排放及污水處理服務，市民的意見對提升本署的服務起關鍵作用。因

此，渠務署積極舉辦公眾參與活動、本地及國際業界交流活動、傳媒簡報會、參觀渠務設施和教育推廣

活動，以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讓渠務工程盡善盡美。渠務署亦鼓勵同事參與各類公益及義工活動，回

饋社會。

本署同事向傳媒介紹環保污泥處理方案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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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心聆聽

每項渠務工程都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渠務署重視專家、業界及公眾對工程規劃的意見，藉以了解各方

的關注及對渠務發展的期望。渠務署與新聞界保持聯繫，以便向全港市民及業界提供本署的最新資訊。

渠務署亦籌辦跨部門研討會，探討共同關注的議題及解決方案。此外，本署每年都舉辦研討會、交流

會、論壇等，讓業界專才聚首一堂，就渠務的最新發展和未來趨勢交流意見。另一方面，渠務署積極與

地區人士、區議員及綠色團體保持聯繫，建立溝通渠道，就渠務工程及發展策略收集意見。

渠務署理解大型工程備受市民關注。因此，渠務署會在大型工程的規劃、施工及竣工後各個不同階段，

舉行各類公眾參與活動，例如諮詢會議、焦點小組會議、座談會及工程進度簡介會等，與相關持份者保

持聯繫，解釋工程詳情及聆聽他們的意見，從而訂出有效的緩解措施及更適切的工程方案。此外，為與

持份者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促進交流和溝通，渠務署會安排他們參觀渠務設施，加強認識設施的運作

情況。

發布渠務署資訊

為讓市民掌握最新的渠務署資訊，本署不時安排傳媒簡報會、專訪和參觀活動，發布本署的最新資訊，

藉以增加工作透明度及回應市民的關注。

渠務署與傳媒

署長鍾錦華先生在2014年的年度簡報會上，向傳媒介紹防洪工作的最新發展並交流意見。本署亦安排
傳媒參觀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和建於隧道靜水池上蓋的蝴蝶谷道寵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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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人員出席西貢區議會會議 東區區議員參觀北角至昂船洲污水輸送系統建造

工程的工地

本署工程師在香港電台的節目《非凡工程夢》中

介紹「上環雨水泵房」及「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工程

本署舉行「淨化海港計劃」傳媒簡報會，介紹全港

最深的污水隧道爆破工程，並安排40名傳媒代表
進入隧道參觀

地區意見交流

渠務署非常重視地區意見，不時派員出席各區的區議會會議，以聽取地區代表的意見，並在規劃策略中

予以考慮。在2012至2014年，渠務署署長更先後出席西貢、葵青、沙田、屯門、大埔、元朗、觀塘、中西
區、灣仔、離島和南區的區議會會議，介紹渠務署的工作及匯報該區渠務工程的最新進度。這不但便利

他們認識渠務署的工作，亦增加同事聽取意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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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前的大坑明渠

公眾參與活動

渠務署在規劃大型工程前，都會先聽取市民的意

見，再敲定最合適的工程方案。以大坑明渠改善計

劃為例，本署採納地區人士的意見，為明渠加建上

蓋，擴闊及綠化舊有的行人通道。這不但徹底解決

明渠的氣味問題，更為市民提供一個舒適的散步地

點。此外，新的行人通道名為「火龍徑」，是以區內

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活動─「大坑

舞火龍」命名 1。

經覆蓋和擴闊而成的「火龍徑」 大坑舞火龍儀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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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社區展望」工作坊 第二階段「建立共識」工作坊

活化啟德河

近年，啟德明渠的水質與生態環境已大有改善，不少市民更改稱啟德明渠為「啟德河」。有意見認為，啟

德河經活化後應成為區內富有特色的綠化河道和景點。因此，本署在著手進行啟德明渠改善工程時，亦

把握機會邀請公眾發表意見，讓市民一同參與規劃和設計。

「共建啟德河」公眾參與活動

「共建啟德河」公眾參與活動分兩階段進行，內容包括焦點小組會議、工作坊、新聞公告、報章廣告、

宣傳小冊子、海報及專題網頁等。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在2010年年底舉行，設有兩場「社區展望」工作坊供區內人士參與，藉以收集公
眾對啟德河設計概念的意見及建議。在2011年年中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渠務署舉辦一場「建立
共識」工作坊，讓地區人士就啟德河的設計方向及河道兩旁的配套設施提供意見，協助本署制訂合適

的設計方案。

在兩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中，市民的意見各有不同︰部分意見認為不要覆蓋啟德明渠；亦有意見指應

該把明渠建成具吸引力的綠化河道走廊，與周邊環境融合，同時增加河道兩端的連接設施，方便市民

往來。

參考了是次公眾參與活動，以及其後的區議會和地區會議的意見，本署在啟德河改善工程中加入了綠

化、景觀美化及生態保育等元素，使啟德河既具防洪功能，又為附近社區提供休憩、教育和社區藝術

創作等公共空間。此外，更為配合周邊土地發展，計劃創造一條貫通新舊的城市景觀軸，促進毗鄰舊

區與啟德新發展區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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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性研究

渠務署為「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進行可行性研究期間，舉辦焦點小組會議，與環保團體及專業團

體交流意見，以及公眾論壇，讓市民就工程提問和表達意見。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在沙田和馬鞍

山區內16個地點、12個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舉行巡迴展覽，介紹有關可行性研究的詳情，並以問卷方式
收集市民對搬遷計劃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渠務署舉行了巡迴展覽，並安

排市民參觀設於岩洞的赤柱污水處理廠，讓他們置身其中，親歷成功先例。

專訪：污水工程部總工程師黎卓豪先生

渠務署污水工程部總工程師黎卓豪先生表示，「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的公眾諮詢工作令他

對工作有嶄新的體會：除參與工程的規劃外，還需要向公眾講解搬遷工程細節。本署自2012年開始推
行「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的可行性研究以來，已就氣味、爆破震盪、交通等影響進行評

估。他又謂，在向附近受影響的居民、地區團體及機構解釋有關評估前，需要整理資料，構思表達

方式，才能有效釋除他們的疑慮。工程團隊亦根據收集得的意見，調整工程技術細節，務求更符

合市民的期望。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的公眾參與活動

社區小組會議 安排市民參觀

赤柱污水處理廠

巡迴展覽 焦點小組會議 小型除味裝置展覽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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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級歷史建築進行結構性測量

緩解措施的經驗分享

工程團隊表示，這項工程最特別之處，是持份者較多。根據持份者的意見而制訂的多項緩解措施包

括：嚴格規定施工時間、採用低噪音的建築技術、在賽道地底挖建物料輸送隧道，以減低對賽馬會賽

事及遊樂場使用者的影響、加設圍欄保護「維多利亞城界石」、為屬二級歷史建築的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進行結構性測量、加設護欄保護樹木，以及設置能增添綠化觀感的圍板等。施工至今，甚少接到市民

投訴。這反映公眾諮詢活動成效顯著，有效提升市民對工程的信心。

設圍欄保護界石 設護欄保護樹木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的工地，不但鄰近住宅區，而且毗鄰區內居民、體育界及學界常用的康樂場地，周

邊又是賽馬會的馬場賽道，與附近的學校更只有一條馬路之隔。因此，聆聽持份者和各界人士的意見，

是這項工程尤其重要的一環。工程團隊在施工前，特別舉行「工程影響及建議緩解措施諮詢大會」，邀請

相關團體如香港賽馬會、香港足球會、鄰近的學校、居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出席，就交通、噪音及

環境保護等影響進行研討，以制訂最適當的緩解措施。

工程影響及建議緩解措施諮詢大會 持份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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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參與

除為工程相關的持份者及公眾安排諮詢活動外，渠務署亦積極和其他公共機構及團體保持聯繫，促進交

流。

研究與發展論壇

渠務署非常重視業界和專家學者的意見。為促進

政府、學術界及業界之間，在雨水排放和污水處理

服務的研究和新技術的合作，本署在2013年舉辦
「渠務署研究與發展論壇2013」，就「可持續排水系
統」、「新工程合約」、「綠化」及「污水處理」四個範疇

進行研討。座談會專家雲集，一連四天的知識及經

驗分享，有助進一步探討在渠務工程和各項設施應

用這些嶄新技術的可行性。2014年是渠務署成立25
周年，本署將舉辦「2014年渠務署國際研討會」，邀
請世界各地的學者就不同的研究課題交流意見。

渠務署研究與發展論壇2013

環保意見交流

「可持續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環保新方向。在河道治理工程方面，為進一步提高工程人員的生態保育意

識及探討可行的生態保育方案，本署不時邀請綠色力量、長春社、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以及世界自然

基金會等綠色團體，參與研討會、工作坊及訓練課程等，一同就工程常見的生態問題以及對自然環境的

影響交流討論。這些溝通平台令本署人員更具體掌握施工需注意的事項，優化生態保育措施的方法等，

並在日後的工程項目上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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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城市河流的生態代價研討會

本署在2012年舉辦「對城市河流的生態代價研討會」，就蠔涌、林村及梅窩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的
生態河道設計與環保團體分享經驗，並探討香港城市河流生態的新興概念。多個環保團體代表應邀出

席，並在研討會上提出有關保護及提升河道生態的意見和建議。

小組討論

河道保育工作坊

綠色團體的經驗分享

實地考察

2013年，渠務署邀得多個綠色團體合辦城市河道生態訓練課程，以加強同事對河道環境生態的保育意
識。綠色團體的代表介紹香港河道生態，深入淺出，並闡述香港河道治理工程中，常見的生態問題及

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渠務署亦安排實地考察，讓綠色團體的代表更具體向參加者解說在天然河道進行

河道治理工程時需注意的事項，以及改善生態保育措施的方法。

城市河道生態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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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2013年，渠務署接待了超過3 300位公眾人士，參觀
大坑東蓄洪計劃和多個污水處理廠。渠務署不時舉

辦講座、開放日及展覽，並為個別工程項目設立專

屬網頁、出版通訊及製作宣傳短片等，以各種生動

有趣的形式，讓市民容易了解本署的工作，並培養

市民珍惜資源的環保意識。

本署人員向學生介紹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天台綠化工程

資訊展覽

渠務署在轄下多個設施設有資訊展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市民介紹各種污水處理方法、環保措施，以

及全面水資源管理計劃等。此外，渠務署在新田雨水泵房設有展覽，介紹新界區的防洪策略。荔枝角雨

水排放隧道設備中心亦可供學校及團體預約參觀。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沙田污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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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以專題展板、立體模型、電腦遊戲、影音資訊及樣本等介紹各項渠務資訊，內容豐富。此外，亦為學

校及社區團體安排預約導賞服務，由導賞員講解資訊內容及廠房設施。

昂坪污水處理廠

再造水主題導賞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設備中心

新田雨水泵房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內的互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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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

渠務署舉辦開放日，向市民介紹雨水排放和污水處理的工作，包括廠房的綠化措施、各類社區參與活

動，以及多個重點基建項目。2014年的開放日已在沙田污水處理廠舉行，設有主題導賞、展板、模型展
覽和實地參觀等。一連兩天的活動共吸引約12 000名市民入場參觀，反應熱烈。

2014年渠務署25周年開放日盛況

公開講座

渠務署積極協辦公開講座，向市民講解本署的工

作。例如，在2013年「科學為民」服務巡禮一系列活
動中，渠務署以「現代大禹治水— 香港防洪策略」為
題，向市民介紹疏浚、蓄洪及截流三個防洪方法，

以及香港的防洪策略及成效。

時任副署長徐偉先生在「科學為民」服務巡禮中，

向市民介紹香港的防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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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在創新科技嘉年華的參展攤位 本署為花卉展覽特設的展品—「岩洞萬花筒」

本署為小學舉辦講座

參展活動

渠務署亦參與不同類型的展覽會，以爭取機會讓市民多了解本署的工程項目。2012年，渠務署參與在
科學園舉行的創新科技嘉年華，向市民介紹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垂直綠化研究，和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此外，在2013年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花卉展覽中，本署以「岩洞萬花筒」為題參展，以推廣岩洞發
展，並贏得園林景點組別的最佳設計金獎。

外展教育

渠務署每年均推行外展教育計劃，安排同事前往學

校向師生講解防洪和污水處理工作。在2013至2014
年度，本署人員先後到26間中小學主持講座，深受
學生歡迎。此外，本署亦積極籌辦各類教育活動，

如標語創作比賽和繪畫比賽等，希望學生在參與比

賽的過程中，增加對本署工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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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社區關係主任江鎂坊小姐

江鎂坊小姐在2010年加入本署擔任社區關係主任，主要職
責是策劃和安排公共關係活動、處理傳媒或市民的查詢及投

訴、搜集及整理傳媒的報導，以及協助製作本署刊物和宣傳

資料等。

作為社區關係主任，江小姐需處理市民及傳媒的查詢。一般

來說，在接獲查詢後，她會按問題的緩急輕重，在合理時間

內按照《公開資料守則》的要求作出回覆。對江小姐來說，

當中最大的挑戰，是要在短時間取得資料，並向市民作出回

覆。提及難忘經驗，江小姐表示曾有一名市民因工程賠償問

題到渠務署總部理論。經過她細心聆聽事主的訴求並作出跟

進後，問題得到解決。這令她體會到本署將心比心，為市民

設想的工作態度尤其重要。

江小姐回想，她在加入渠務署前，就像普通市民般，對渠

務署的防洪及污水處理工作一無所知。然而，這些卻與

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她期望日後可以舉辦更多不同種

類的公共關係活動，讓更多市民了解渠務署的工作。

江鎂坊小姐向參觀者介紹元朗排水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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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導賞

為讓市民了解新界河道的防洪工程，渠務署舉辦過不少生態保育導賞團，讓市民走進河道環境，認識大

型防洪設施及生態保育措施。近期，渠務署不時為學校舉辦「元朗排水繞道生態保育導賞團」，由本署職

員帶領師生參觀新田雨水泵房、元朗排水繞道的旱流泵房及充氣堤壩、人工濕地，以及南生圍和錦田

河，讓他們實地觀察河道及濕地的生態環境，認識有關「綠色河道」和「生態河道」的設計概念。

市民參觀新田雨水泵房

員工為護老院長者舉辦興趣班

本署人員為市民講解河道環境

「苗圃挑戰12小時」慈善馬拉松活動

除為學校安排「生態保育導賞團」活動外，渠務署現正籌備推行「南生圍河流導賞徑」項目。相信該項目完

成後，能為市民增添一處既具生態觀賞價值，又有豐富防洪資訊的景點。

社區關懷

本署秉承「以心為心，盡力盡心」的宗旨，一直鼓勵員工關懷社群，回饋社會。由本署員工組成的義工

隊，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服務及公益活動。例如，每年與香港紅十字會合辦「捐血日」，呼籲員工捐血助

人；舉辦長者興趣班及參加其他慈善籌款活動；響應社會福利署的「香港人 香港心」活動，製作手工藝品
送贈安老院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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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渠務署一直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不論是管理雨

水排放和污水處理設施的日常運作，還是推展工程

項目，都是以民為本。本署透過各種渠道，諮詢持份

者及聽取各界的意見，以制訂最合宜和最具效益的方

案，並實施多項緩減措施，務求讓防洪和污水處理服務

的成效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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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渠務署大坑明渠改善計劃，打造新地標「火龍徑」〉，2012年9月13日。

圖1 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