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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乌
鲁木齐举办的第
五届中国新疆国
际民族舞蹈节活
动中，澳门演艺
学院青年舞蹈团
演员在舞蹈晚会

《 多 彩 · MA-
CAU》 上 表 演
舞 蹈 《芭 蕾 组
曲》。

新华社记者
王 菲 摄

本报香港7月27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7日发布《香
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 （2017年版）》。报告显示，香港人口持续老
化，在1986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仅33%的情况下，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近
3倍；同期，每千名女性计算的男性人数由 1062下降至 852，“女多男少”现
象愈加明显。

统计数字显示，在“婚姻、生育及家庭状况”方面，香港男性与内地女
性结婚的数目2016年为15300宗，相比1986年的15776宗略有减少；香港女性
和内地男性结婚的数目虽然持续攀升，但仍然较小，2016年仅有7626宗。

“劳动人口特征”方面，1986年到2016年香港劳动人口由270万人增长至
392万人，上升45.2%；同期，女性劳动人口增加93.8万人、上升95.2%，男性
仅增加28.2万人、上升16.5%，女性增长率远远高于男性。报告指出，数字变
化或与女性外籍家庭佣工人数增加有关。

报告显示，过去30年里，香港就业人士月收入大幅增加，由2800港元上
升至1.5万港元，而目前女性就业收入相比男性仍然较低，2016年女性就业人
士月收入中位数为1.2万港元，男性则为女性的1.5倍，达到1.8万港元。

报告指出，因犯罪而被拘捕的女性明显低于男性，但犯罪年龄差异较
大。2016年，女性因犯罪被拘捕的高峰年龄组为60岁及以上，而男性主要集
中在30岁-34岁之间。

统计数字显示，自 1986 年以来，香港女性通过不同方式行使公民权利、
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数显著增加，特别是近年来，两性在各个年龄组的政府议
会投票率已经相近。公务员队伍中，担任首长级官员的女性人数从1986年的
57位大幅增加至2016年的455位，而女性在所有公务员中的占比也由29.2%上
升至37.2%。

“交通及运输”方面，在 2007年到 2016年期间，男性道路交通意外伤亡
人数约为女性的1.6-1.8倍，而男女性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为地铁和公交，合
计各有67.4%和68.8%。

报告显示，在使用资讯科技方面，香港10岁及以上人士拥有手提电话的
比例高达96.1%，有87.5%的人曾在统计前12个月内上过互联网。

报告指出，随着医疗服务不断改进和市民对健康日益关注，香港人口普
遍较以前长寿。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30年里由79.4岁增加至87.3岁，男
性则由 74.1岁增加至 81.3岁，分别增加 6.4年和 5.5年，显示香港人口的健康
状况大幅改善。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陈颖妍、黄诗雅） 近日，
“我的祖国——京港澳学生交流营2017”在北京语言大
学举办，来自北京、香港和澳门的300余名青年学生参
加了本次交流营活动。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表示，2017年是该交流营活
动的第22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他希望三地学
生能充分利用该交流营平台，增进沟通交流，共同探讨
祖国未来发展命题，共担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使命。

据悉，自 1994年创办以来，迄今为止，共有 5000
多名青年学生参加活动，其中港澳学生达3000余名。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
座城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不少，
但人们视线中却很少见到垃圾的身影，香港干
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也总是为人称道。

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港人弃置于堆填区的固体废物总量平
均每天高达 15102 吨，其中都市固体废物有
10159吨，人均每日1.39公斤，这里面厨余、纸
料和塑料的数量最多。这些都市固体废物的
35％已回收循环再造。

数据显示，2015 年香港都市固体废物中，
厨余的弃置量同比减少7.1％。环保署表示，这
与社会各界积极回应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有
关，尤其是从源头减少厨余和将过剩食物捐赠
予有需要人士。

特区政府在废物减量工作上担当了重要角
色 ， 2013 年 5 月 推 出 《香 港 资 源 循 环 蓝 图
2013－2022》，涉及废物管理的各个环节，旨在
建立健全减废、收费、收集、处置及弃置的综
合管理系统，并希望通过市民及社会各界努
力，在2022年或之前，将香港都市固体废物每
日人均弃置量减少到0.8公斤或以下。

随后，环境局在2014年发表 《香港厨余及
园林废物计划2014－2022》，整合和更新了处理

厨余的策略，目标是在2022年把人均弃置在堆
填区的厨余量减少40％。

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对此表示，厨
余计划以 4 个策略为主轴应对厨余挑战，包括
全民惜食、食物捐赠、厨余收集和转废为能。
整体策略以源头减废为主导，至于未能避免的
厨余，则尽量回收和循环再造。

除了对固体废物按量征费及生产者责任
计划等减废政策和法规，政府还投放大量资
源以完善废物处理的相关基建，主要包括有
机资源回收中心、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及堆填
区的建设。

此外，由环境保护运动委员会及环保署连
同香港一些主要商会合办的“香港环境卓越大
奖”及“香港绿色机构认证”，鼓励企业及机构
实施环境管理，衡量他们对环境管理的承诺和
表现，并表扬在环境管理工作上表现卓越的企
业及机构。

社会大众的参与让减废工作得以更好地进
行。在特区政府鼓励下，人们自觉地减少厨
余，将生活垃圾分门别类整理好，投放到垃圾
分类箱及社区环保站，到超市及商场购物时还
自备购物袋。

早在2005年，环保署便推出家居废物源头

分类计划。物业管理公司将收集来的多种可回
收物料，如塑料包装物料、光盘、废纸、铝罐
和塑料瓶等投放进废物分类设施，以便循环再
利用。

政府还在全港各区设置了近20个社区回收
中心，鼓励市民将废物分类回收。

记者在位于沙田的一个小区内看到，每一
栋居民楼下都分别设置一个环保回收箱和玻璃
瓶回收桶，人们将不用的金属、废纸、塑料等
投掷到对应的空间内。小区保安人员告诉记
者，每天早上 7 点多，会有垃圾车前来将这些
废物分门别类装箱带走。

根据污染者自付原则，环保署实行建筑废
物处置收费计划，要求建筑废物产生者支付合
理的处置费用。此外，政府积极鼓励业界尽量
将废物分类及回收，以及通过有效筹划及管理
建筑工程，将废物量减至最低。目前，香港有
3 个大型堆填区，分别位于新界东北、新界东
南及新界西，形成“三角形”地理布局。

环保署发言人日前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废
物管理工作，会继续全力推行各项减废及循环
再造措施，落实各项惜物减废的政策。同时，
还会通过教育及宣传干净回收等途径，继续提
升垃圾回收再造水平。 （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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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文锦渡口岸，深圳文锦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对货
车内运往香港的菜品进行抽检。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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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发
现：齐鲁文化&台
湾文化”海峡两岸
大学生暑学营在山
东举行，来自台湾
大学、台湾清华大
学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等两岸高
校的大学生参加了
暑学营。暑学营旨
在加强两岸青年学
生文化交流，领略
齐鲁风采、感受同
宗情谊。图为海峡
两岸大学生在山东
泰安体验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泰
山皮影。

刘积舜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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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月收入中位数为女性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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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为了协助中国贸促会对贵
州省从江县、黑龙江省林甸县开展对口扶贫工作，台
资旺旺集团联手上海临港集团将于 31 日在北京举办

“台港澳及大陆企业慈善晚会”，届时两岸及港澳工商
界领袖与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集团将共襄善举，为大
陆的扶贫工作尽一份心力。

据介绍，贸促会台港澳中心将以产品通路拓展及项
目投资为主、公益捐助及文化宣传为辅的形式，联合旺
旺、顶新、临港等企业通过产品销售、项目建设、实物捐
赠及资金援助等方式，给予从江、林甸援助与支持。

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感谢两岸与港澳企业近年
对贸促会扶贫工作的支持，他希望两岸四地同胞继续
增进互利互信、共享发展机遇，同心开拓、一道进
取。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呼吁两岸工商界善尽企业
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并协助精准扶贫计划。

两岸及港澳企业联手
对口帮扶大陆贫困县

京港澳学生交流营在京举办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王文） 日前，香港青少年
“同心同根万里行”交流团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黑
河市等地展开参访交流。据悉，这是自 2002年“同心
同根万里行”活动开展以来，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首
次访问北疆黑龙江。

“同心同根万里行”活动，是在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青年工作部、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的大力支
持下，以香港女童军总会、香港海事青年团、圣约翰
救伤队少年团等为代表的14家香港青少年制服团体联
合主办的大型青少年交流活动，自 2002年起每年暑期
都在内地举行，参与的香港青少年累计已达6000多人。

本次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负责人李鋈麟表示，希望
通过活动，增进两地青少年之间的友谊，也让香港青少
年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从内心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

香港青少年走进北疆

每周六一大早，家住香港九龙城的刘阿
婆都会到街市买鸡，“无鸡不成宴，一家人难
得周末聚在一起，鸡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
味。”她像往常一样挑选了一只皮黄肉嫩的

“温氏田园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在300公里外的广东云浮，每天凌晨，温

氏佳润公司的车间异常繁忙，4.5万只肉质鲜
美、质量可靠的冰鲜鸡、熟鸡在云浮检验检
疫工作人员的监装下，从这里装车运往香
港，确保香港市民能在当天吃上“放心鸡”。

作为供港食品的主要来源地，广东供港
的 各 类 鲜 活 食 品 农 产 品 约 占 整 个 内 地 的
60%-90%。每天，16.5 万只冰鲜冷冻家禽、
190 多吨水产品、15 万只蛋、50 多吨鲜奶、
1600多吨蔬菜、2700多头活猪以及货值23亿
美元的深加工食品从这里走关过埠，上了香
港居民的餐桌。

20 年来，尽管香港相关食品安全标准日
趋严格，但广东供港食品抽检合格率常年保
持在99%以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几十年无缝监管供港企业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天然邻近，广东成为供港食品
农产品的大本营，注册备案加工企业达650多家，备案
种养殖基地800多个。供港食品农产品种类众多，不仅
涉及活猪、活牛、活禽、水生动物、蛋、奶、蔬菜等
初级产品，还涵盖了饮料、饼干、调味品、米面等几
乎所有的深加工食品。

20 年来，广东检验检疫局共检验检疫供港食品农
产品近400万批、3000多万吨。广东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孟传金告诉记者，广东检验检疫人多年来放弃节假
日，24小时“全天候”值班从特殊变成寻常，从习惯
变成了制度。

拿云浮供港的冰鲜鸡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产品
100%合格率如何炼成？云浮检验检疫局食品与动植物
检验检疫科科长卓家珍说，一只品质优良的鸡从孵化
出壳到端上香港食客的餐桌，需要 70 至 100 天时间。

这期间，它们生活在专门的备案注册养殖基地，要接
受多次定期巡查，从刚孵化出的种苗检查到以后食用
的饲料、使用的药物、疫病监测等，都要受到“全过
程无缝监管”。

创新手段维护“舌尖上的安全”

日前，珠海香洲区某水培蔬菜种植企业通过检验
检疫备案，成为珠海市目前唯一一家生产水培蔬菜的
供港澳蔬菜备案种植基地。这标志着该备案种植基地
生产的水培蔬菜可作为供港澳蔬菜的加工原料，送往
供港澳蔬菜备案加工企业加工后，销往港澳。

对所有供港食品农产品原料养殖基地实施注册备
案制度，并不断研究制定新的监管措施，是港人“舌
尖上的安全”对于“把关人”提出的必然要求。经过
多年努力，广东检验检疫部门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三驾马车”供港食品检验监管模式——
一是强化主体。每年，广东检验检疫部门都对供

港基地进行年审，对不能持续符合标准的基地取消备

案。通过这种动态监管，广东多年来取消
了 68 家种植基地的供港资格，150 家被责
令限期整改。

二是全程监管。在国家质检总局推动
下，1997年12月24日，内地与香港达成了
统一管理、统一检测方法、统一判定标准
的“三统一”协定，建立了原料基地注册
备案管理制度。2000 年初，两地完善成

“一个模式、十项制度”的监管模式，对供
港食品农产品实施从“田间到口岸”全程
监管。

三是合作共治。一方面，广东检验
检疫局牵头建立广东省保障供港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组织
协调农业、海洋渔业等 10 多个成员单位
紧密协作，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形成
监 管 工 作 合 力 。 另 一 方 面 ， 自 1999 年
起，粤港监管部门建立起公务定期联系
制度。

供港监管标准让内地共享

回顾这20年，孟传金感慨，供港食品农产品不单满足
了香港市场的需求，而且在内地引领培育出一批具有相对
较大规模和较高管理水平的食品生产企业，带动了行业发
展，推动了质量提升。不少供港食品企业依靠“质量竞争”策
略，不仅在香港市场上占据优势，还以其“优质安全”的口碑
形成独特的品牌，逐渐为内地消费者熟知并受到追捧。

在供港食品农产品监管上取得的成功引发舆论广
泛关注，内地群众纷纷呼吁，在内销市场借鉴复制“供港
监管模式”，提升国内食品农产品供给质量。“吃得放心”
从香港往内地扩展，满足内地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消费需
求，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一项“三同”工程（即促进出口品和内销
品同线、同标、同质）正在全国推开。据悉，目前全国已有
140 多家食品农产品企业、5778 种产品上线。其中在广
东，很多为人熟知的供港农产品基地和食品企业名列其
中，正从香港转战内地中高端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