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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政策將於 8 月 1 日實施，政府近日在 14 個
地點進行「先行先試」計劃，不少市民都趕在正式徵
費前棄掉家中廢物。回收是減廢方法之一，本港不少
機構均提供各類回收服務，記者追訪長春社的舊衣回

收、舊物分類及剩食捐贈行動，發覺很多人棄置的「廢物」，其實
一點不廢，有些甚至是標籤還未撕掉的簇新衣物。要做到源頭減
廢，最好的方法還是控制欲望，審視自己的購買習慣，不要衝動消
費，才能減少製造「廢物」。 記者：洪嘉禧 攝影：馮瀚文

市民捐贈舊衣物予長春社之前，可以留意
以下幾點，有助令回收程序更順暢。許淑敏
表示：「除了舊衣服外，袋子、鞋子和毛公
仔也可回收。然而床上用品、一次性旅行用
品、家品、文具、書籍就不設回收。除了種
類的分別，也要留意物品的狀態，如破了，
又或發霉、有洗不掉的污漬，都不能作回
收，以免在箱中污染其他衣物。另外，放入
回收箱之前要確保口袋沒有貴重物品。有人
曾致電來找烏龜，懷疑自己把烏龜誤放在衣
物口袋裏；亦有家長把兒子的衣服捐了，又
致電來說想找回。這些都對回收過程產生額
外的工作負擔。」

回收食物方面，王詠琹指出：「壓扁了的、
爛的食物都不可以回收。若是包裝食物，分為
兩種情況，如印有『食用限期』，擬回收的食
物最少要距離限期有一星期時間；若是印有『
此限期前食用最佳』，有時候過了這個限期也
能回收，會根據包裝的實際狀況再作決定。」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固體廢物監察報告，2022年香港每日平均於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
物量（包括都市固體廢物、整體建築廢物及特殊廢物）為15725公噸，較2013年上升
1414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為每日1.51公斤，較2013年上升0.18公斤。
2022年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為32%，較2013年下降5%。想做到減廢，做好垃圾分類
及資源回收是重要一步。長春社由2000年起開展舊衣回收活動，設置社區回收箱，
2013年並成立梨木樹食物回收中心，回收剩食，務求協助社區減少浪費。

快時尚潮流製造垃圾
該社收集到的舊衣物會出口到東南亞國家重用，負責此項目的長春社助理項目經理許

淑敏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快時尚』潮流盛行，易買易棄，近年有大量舊衣物
被回收。回收的舊衣會先磅重，之後包裝、存倉，最後用船運到東南亞，在當地二手市
場再分類，過程中會進行消毒。在香港，如符合規定的團體或學校、社工也可以轉介學
生、有需要人士申請領取舊衣。」「快時尚」潮流下，衣物買得快、換得快、丟得快，
2023年該社舊衣回收總量為467800公斤，相比2022年上升83954公斤，升幅逾兩
成。許淑敏認為：「撇除疫情期間，舊衣回收的數量一直上升，主因是受網購及快時尚
潮流影響。網購者有時並不知道實際衣物尺寸，只看圖片就下單，加上種種促銷優惠，
容易令人盲目消費。」
該社食物回收中心2023年回收總量為75965公斤，相比2022年上升5457公斤，負

責的項目經理王詠琹對記者說：「疫情後經濟變差，不少街市攤檔倒閉，鮮食回收數量
其實有所減少。然而包裝食物回收量一直上升，過時過節例必收到不少月餅、賀年食品
等。疫情後更回收了很多隔離食物，難以分派出去。」機構今年初舉辦「角落新物：惜
物感謝祭」社區資源共享項目，望能為閒置物件尋找新主人。負責的教育經理鄧俊賢向
記者表示：「疫情時興起行山、露營等活動。疫情過後，本社收到不少口罩、露營及行
山用品，如水樽、帳篷等，這些物品如棄掉實在浪費。」

購物前多想一步
近年坊間流行「斷捨離」，其實回歸源頭，更應該「斷物慾」，在購物之前問清楚自

己是「想要」還是「需要」。鄧俊賢表示：「『減廢倒金字塔』指出，最先要減少產生
廢棄物，再考慮重用及回收，最後才是棄置。舉辦惜物感謝祭時，很多人來電查詢，但
部分人只是想趕快將廢物處理掉，卻沒有思考為何物件會在家中出現。當中有不少購自
『十二蚊店』的全新產品，同款物品甚至有四五件，可見是因為便宜，買前沒有想清
楚；亦有人在20年前結婚時收到一套茶具，沒有用但又不捨得扔掉，所以捐來。活動
要求檔主介紹物品用途及棄置的理由，接收物品的人則要拍一張照片，寫下接收原因，
希望帶出每件物品都有其價值的信息，也想藉此教育公眾，購物前多思考一步。」

徵費提高環保意識
對於政府即將推行垃圾徵費，鄧俊賢認為，政策有助市民提高垃圾分類及回收的意

識：「政府的『綠在區區』活動，在垃圾徵費政策公布後，參與的市民愈來愈多，回收
塑膠、金屬罐的箱子很快便填滿。市民反映回收箱數量不夠，亦非每一區都有回收箱。
建議政府設置更多回收地點，同時延長服務時間。很多環保團體已經累積了豐富的回收
經驗，熟悉社區情況，如果政府能與這些團體合作，擴大回收的模式及時間，以及增加
教育宣傳，相信回收程序會更有效率。」要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教育是重要一環。王
詠琹指出，未來計劃到學校舉辦剩食及惜食工作坊與講座。許淑敏補充，該社將與屋苑
合作，教育住戶分辨哪一種衣物物料較耐穿、洗衣服時該留意標籤，用對洗衣程序便不
會令衣物愈洗愈舊，也會呼籲大眾購物時不應被折扣蒙蔽雙眼，要理性消費。

「廚餘」是香港人丟棄最多的垃圾，環保署資
料顯示，2022年每日平均有11128公噸都市固體
廢物棄置於堆填區，當中約3302公噸（30%）為
廚餘，其中991公噸來自工商業界，包括食肆、
酒店、街市等。
長春社位於梨木樹邨的「糧善展愛坊」食物回

收中心，與梨木樹街市、石籬街市、青衣街市、
大窩口街市共47個檔販合作，職員每日到2至3
個街市回收剩食。該社並獲超市、食物銀行等捐
贈即將到期的包裝食物，每星期送到中心，再轉
贈區內合資格街坊，如傷殘津貼、綜援、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領取者，以及社工轉介個案如失
業、單親、新移民、少數族裔等基層群體，藉以
減少浪費，同時幫助有需要人士。
記者跟隨長春社職員到梨木樹邨，追蹤採訪食

物回收過程。晚上 6時半的梨木樹街市人流稀
少，檔販正準備收檔，長春社職員推着四個大膠
箱來到街市地下一層，由第一個攤檔開始回收食
物。檔主經已將賣不出的食物裝好，放在一角讓
職員取走，過程迅速、利落。
回收的剩食種類繁多，計有水果、蔬菜、肉

類、海鮮等。蔬菜檔主羅女士接受記者訪問時表
示：「有剩菜都會捐出去，受惠者都是街坊鄰
里，希望幫到有需要人士渡過難關。剩菜賣不出
也就浪費了，自己亦吃不了那麼多。」記者跟隨
職員的步伐，走遍多個街市攤檔，15分鐘後，四
個大膠箱已經裝滿剩食，只見職員純熟地用手推
車運送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中心。

街市送暖 街坊窩心

剩食送到中心後，職員會磅重記錄及作初步檢
查，記者從旁觀察，看見職員將腐爛的食物拿
走，亦有數袋蔬菜因全濕透要丟棄。記錄過後，
職員會根據可派發的剩食數量，致電列表上的家
庭前來領取。「糧善展愛坊」主任鄭燕蘋向記者
透露：「列表上有百多個家庭，今天回收的剩菜
數量足夠30戶前來領取。一個家庭每星期最少能
領取一次食物，分量足夠他們吃上幾餐，幫助減
少食物開支。」晚上8時，記者察覺到一位長者
已經站在中心門外。但見職員仍在為剩食分類，
查問之下，才知領取食物的時間在晚上8時30分
開始。這位長者因為急不及待要領取食物，提前

半小時就來排隊等候。在一般都市人眼中，水果
蔬菜是再普通不過的食物，但對有需要的人而
言，這些剩菜就是他們的美食佳餚。前來領取食
物的人士，大多數是長者，每一位在拿過食物
後，都向職員由衷地說一聲「謝謝」。
記者根據長春社提供的數據統計，回收中心一

年的食物回收量，只佔全港每日廚餘棄置量的
2%。要減少廚餘，須由每一位市民做起。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吃不完的食品
可轉贈予有需要的人士，如食物
銀行、社區雪櫃、食品收集箱
等。不過最重要還是由源頭做
起，不要過量購買及烹煮食物，
培養「惜食」的好習慣。

街市剩食變街坊佳餚街市剩食變街坊佳餚

兩名步履蹣跚的長者，在領取兩袋剩食後急
不及待回家烹煮。

職員到街市收取檔販未有賣出的食物。

將街市回收的剩食送至社區中心。

長春社教育經理鄧俊賢（左一）、助
理項目經理許淑敏（右二）、項目經理
王詠琹（右一）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疫情過後，長春社收到大量露營用具
棄置物。

▲長春社許淑敏
告訴記者，經常收到

一大袋衣服，多是全新未
剪牌，估計是市民從網店、快時尚

店未經深思便買回來。除了衣服外，毛公仔也
是經常被扔棄的物品。記者在該社的「綠滿林廊中
心」觀察，發現大多數物品仍然新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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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前做多一步捐贈前做多一步

負責食物回收項目的王詠琹表示，曾
有長者捐了十多袋米到中心，原來他是
受傳言影響囤積食糧，後來發覺快要到
期，便將米捐出。

義工撿走品質欠佳的回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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