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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月23日首次公布两
人确诊新冠肺炎，至今已3个
多月。在各界共同努力下，近
日香港新增个案数持续放缓，
至 4 月底已多日出现“零确
诊”，防疫成效逐步显现。

对此，中新社发表评论
表示，近3个月来，香港特区
政府审时度势，多管齐下，
防疫工作步步为营。但防控
疫情仍需要全社会持续通力
合作。唯此，疫情定会早日
过去，香江将重焕生机。文
章摘编如下：

近3个月来，香港特区政
府审时度势，多管齐下，防
疫 工 作 步 步 为 营 。 如 开 设

“同心抗疫”专题网站，委任
专 家 顾 问 团 队 提 供 专 业 意
见，在全球范围采购防疫物
资，采取入境管制措施以降
低输入风险，关闭高风险场
所防止群聚感染，推出“防
疫抗疫基金”等措施助企业
和市民渡过难关等。

近期，特区政府在评估
酒吧、健身房等场所传播病
毒的风险后，要求相关场所
关 闭 14 天 ， 并 根 据 疫 情 发
展，适时延长关闭期限。要
防止疫情蔓延，减少人员接
触至关重要。特区政府限制
部分经济活动，也是权衡利
弊后的审慎之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 娥 日 前 于 社 交 平 台 发 文

《抗疫三月曙光渐露》说，特
区 政 府 按 疫 情 发 展 迅 速 应
变，参考专家意见，咬紧牙
关果断采取严厉措施应对。
她还指出，过去一个月的抗
疫成效得来不易，有赖全港
市民同心抗疫、医护人员紧
守岗位、特区政府部门通力
合作和各行各业的理解。

诚如斯言，防控疫情需要
全社会持续通力合作。疫情暴
发以来，香港许多社会团体、
知名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助力

抗疫，展现了同舟共济的精神。
当前，最大程度保障居民身体健康是香港

防疫工作第一要务，如何在此目标下最大限度
减低对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影响，则是特区政
府的又一大挑战。

同时，特区政府抗疫过程也遇到一些病毒
之外的挑战。有人煽动部分医护人员以罢工相
要挟，有人无视防疫“限聚令”继续非法聚
集，有人为政治私利对抗疫纾困举措横加阻
扰，黑暴仍未止息。

尽管香港抗疫已取得相当成效，但相信特
区政府仍将一本初心，全力保障和增进全体市
民的最大福祉，尽力照顾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和
市民。目前海外疫情仍然严重，挑战不少，市
民亦应保持警惕，配合抗疫。唯此，疫情定会
早日过去，香江将重焕生机。

变废为宝才是王道
对塑料购物袋和塑料吸管统统说

“不”的“限塑”，只是台湾环保政策的
一部分。变废为宝、资源永续以逐步达
成垃圾全回收、零废弃目标，才是台湾
环保人士多年的共识。

“每个人对自己的消费负责，让废
弃物处理概念深入民众意识，才能让垃
圾回收政策发挥成效。”从事环保事业
超过40年的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顾
问杨素娥深有感触地表示。

她的这种感触，源于台湾环保的历
史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面积仅 3.6 万平方
公里、人口破千万的台湾也曾垃圾成
堆。北台湾最大河流淡水河基本成了条
臭水沟。都市里还爆发过所谓的“垃圾
大战”，简单填埋的粗暴处理方式也是
弊病多多。“垃圾岛”这顶帽子虽然令
人很不愉快，却也实实在在扣到了台湾
头上。

当局有关部门也是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直到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台 湾 处 理 垃 圾 的 方 式 才 改 为 焚 化 为
主、掩埋为辅。但这毕竟没有经过分
类，垃圾直接焚化所产生出来的烟雾
会造成空气污染，带来对环境的二次
危害。所以当时建设大型焚烧厂最易
引起民众反感。一些规划建设地点因
民众抗议无法落实。

“垃圾不落地”是关键
只有民众认可并愿意参与其中，环

保才能落到实处。
1998年起，台当局环保部门提出了

“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鼓励全民参与
资源回收，透过经济诱因促使资源垃圾
回收再利用，并结合社区民众、当地政
府清洁队、回收商和回收基金四者合一
的力量，确保资源物品回收再利用。

其中，“垃圾不落地”政策在台北
率先实施。处理之前，垃圾先要分类。
生活垃圾一般分为普通垃圾、可回收垃

圾及厨余垃圾三类。可回收部分被运至
回收站按照10余种类分售，普通垃圾被
运到焚化厂焚烧，难以处理的厨余则是
拿来堆肥或作饲料。

为鼓励市民源头减量，以大台北地
区为首的城市开始对垃圾袋收费。这些
印有专标的垃圾袋有别于市面上可购到
的塑料袋，由可降解塑料制成，焚烧后
不会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当地民众
渐渐接受了这个模式，随后这一模式在
岛内不少地方推广开来。

如今，台环保政策转向抑制源头、
强调前端管理，除了有关部门的宣导，
这同样要求民众观念转变跟上才行。从

“限塑”的效果来看，环保、节能和减
碳在岛内已经形成风气。

坚持“多污染多付款”
杨素娥坦言，让老百姓移风易俗是

垃圾处理过程中最难做通的环节。“花
钱扔垃圾”起初惹来争议，但地方政府
坚持以此推广“多污染多付款”观念。

想要少花钱，居民首先要少产生能
直接焚烧的普通垃圾，其次还要在垃圾
中尽量挑出可供回收部分。同时，为防
止有人阳奉阴违、蒙混过关，当局有关
部门还运用法律手段强化了处罚机制。
一袋垃圾被发现超过 1/3 分类不合格，
相关民众就会被开罚2000元新台币。

除了付费和罚款，相关政策也有经
济上的正向反馈。

位于新北市的八里垃圾焚化厂厂

长白添富向记者介绍，该厂年均热能
发电 2.2 亿千瓦时，其中收益的 1/4 用
于 回 馈 在 地 居 民 。 经 济 诱 因 不 可 小
觑，这对民众的环保热情，是一种实
实在在的鼓励。

环保教育注重细节
环保产业催生出新的绿色消费，接

着必然要求催生绿色生产。新北市中和
区垃圾回收站领班余远国介绍，“限塑
令”大幅提高了纸质吸管的原料需求，
过去不值钱的废旧纸碗、纸杯如今供不
应求。

像八里那样的垃圾焚烧厂，目前全
台有 20 余座。它们都经过严密除污设
计，也已经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甚至好
感。翻开岛内报章，这几年去焚化厂游
泳、喝咖啡甚至办婚礼都已不是多吸睛
的新闻。

环保功夫做得扎实，自然容易跟民
意形成良性互动，无形中环保教育就从
进行时过渡到完成时。

何谓扎实？魔鬼藏在细节里。泰清
公司在台北营运60多辆垃圾车，负责人
魏有庆说，为防止车辆行进中变质的厨
余垃圾漏液或异味扩散而造成二次污
染，车上均装备可裹住货箱的滚布。

打开手机客户端，台湾民众就可以
看到资源回收、环境监测、垃圾清运以
及行人专用垃圾箱等服务信息。大台北
地区设有1000多个旧衣回收箱，民众也
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找到具体位置。

“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又恨、又爱
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大的》作
者之一范永聪在序言中写的这句话，代表了
很多香港公屋人家的情感。许多香港人曾经
或依然在公共屋邨中生活，那里演绎的人间
百态，耐人寻味。

香港住房大体上分三类：公屋 （政府提
供的公共租住房屋）、居屋（类似“限价商品
房”）和私楼（商品房）。香港房价高企，目
前有超过1/3的香港居民生活在公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深水埗石硖尾徙置大
厦的兴建，标志着香港公屋的诞生。徙置大
厦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大体上经历了
六代。第一代楼型设计成“H”或“I”型，
高六七层，室内设计成狭长的一室，面积多
为十一二平方米，供五六名成人居住。厕
所、洗漱间、淋浴房公用，设在走廊上。

石硖尾邨最早的徙置大厦已经被改造或
重建，仅存的美荷楼也成了生活馆。但走
进 1962 年入伙的彩虹邨紫薇楼，仍能感受
到第一代公屋简陋实用的风格。张女士的
婆婆从 1962 年起就住进了紫薇楼一间公
屋。张女士结婚后，也和丈夫、婆婆生活
在一起。“当时，在香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
遮风避雨，就是有家了，就很知足了。”张
女士说。

1972年，香港政府正式推出一项影响深
远的政策——“十年建屋计划”，主要由政
府建造公共房屋或改建此前的徙置大厦，建
设公共屋邨，廉价租给香港市民，改善他们
的居住条件。此后，一些“含金量”较高的
公共屋邨出现了。

那个时代，公屋面积已得以扩大，室内设
计受到重视，一房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被大量
应用，满足都市人居家生活。为适应住户密度
大幅提高、公共空间需求日益急迫的现实，公
共屋邨留出大片空地配套建设儿童游乐场、市
场、停车场等设施。20世纪90年代，屋邨建设
逐渐标准化。

随着中心城区用地日益紧张，越来越多
的屋邨建设在中心城区之外，成了香港新市
镇的发源地。据了解，荃湾、沙田、屯门成

为香港最早配合“十年建屋计划”而发展起
来的新市镇。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埔、元
朗、粉岭和上水相继发展成第二代新市镇；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天水围、将军澳和东
涌也拓展出来，这就基本形成了当前香港公
共屋邨，同时也是香港新市镇的格局。

进入21世纪，香港可建公屋的地皮越来
越少，公屋建成量有所下降，轮候时间延
长，公共空间也受到挤压。不过，公屋内部
设计小巧而精致，更加人性化。

2003年宝达邨达佳楼刚刚入伙，张先生
终于申请到一间。走进张先生的家中，棕黄
的瓷砖铺地，干净整洁，30 多平方米的空
间，被设计成了三房一厅一厨一卫，足够他
们一家四口以及一名工人居住。夫妻饭后常
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屏幕离
人仅约一米。“公屋建设供不应求，轮候时
间越来越长。能有这样一间公屋，已经很幸
福了。”张先生说。

“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又恨、又爱
的地方。”纵使百感交集，很多公屋住户回
想昨日，记忆中更多的依然是美好和温
暖，对公屋生活怀着眷恋之情——那是对家
的感情。

傍晚洋溢到楼道里蜜汁鸡翅的香味，父
母和孩子们边吃晚饭边讨论成绩单，铁门被
风吹闭，热心的街坊拿着衣架帮助勾开……
温馨的一幕幕，被《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
大的》作者们，满怀深情地记录下来。

乙明邨是香港现存的少数有外露楼梯的
公屋之一。曾几何时，一到饭后，那里便倚
着许多纳凉的街坊，谈天说地，不时发出笑
声。深夜，也常有一些睡不着的街坊，烟头
在黑夜中明灭。“那不只是通道，更是街坊
们的心灵港湾。”一位市民说。

“我一生中最无忧、最快活的生活片
段，都在那里。”“二十年的公屋生活，让我
更明白了‘家’的真正意义。”“无论日子过
得如何，一家人紧密伴随，相互扶持，那是
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范永聪感慨地写道，
字里行间，回忆满载，美好充盈。

（据新华社香港电）

台湾：垃圾分类不再难
——岛内看环保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任成琦

走在台北街头，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手摇饮料店可谓星罗棋布。不过，如
今您要是再去买咖啡或奶茶饮料，店家已不再会提供塑料吸管了，取而代之的
是纸质吸管或不提供吸管。

从去年起，这一“限塑”政策在台湾就已经上路。随着今年扩大实施，许
多餐饮店业者将彻底改用纸质吸管。该举措意味着岛内垃圾分类进一步细化。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塑料吸管。台湾环保部门表示，此举预估一年可减少使
用1亿支塑料吸管，这将大大减少从填埋场流入海洋的废弃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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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
缓。假日期间，部分香港市民
来到石澳海滩，在阳光下享受
沙滩和海浪带来的惬意。

上图：市民在泳滩打沙滩
排球。

右图：市民在海滩嬉戏。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新北市八里焚化厂外观雄伟壮丽，成为新人拍摄婚纱照的新景点。
（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图为台北市民在垃圾车前倒垃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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