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報導 

日期:  2015 年 4 月 7 日 (星期二) 

資料來源: 文匯報–港聞–A8 

標題:  貨櫃「變形金剛」 垃圾站成「園林」 

參考網址: 請按此 

 

環境局於 2013 提出先在 5 區設立「社區環保站」(後稱「綠在區區」)，其後進一步推廣至全港 18

區，當中「綠在沙田」已於今年初完工，並已進入試營運階段。為一洗公眾誤以為是「垃圾站」，

建築署將 10 多個貨櫃「大變身」，再配合竹等富本地特色的設計，誓要將「綠在沙田」變成煥然一

新的公共空間。  

 

「綠在沙田」位於沙田安平街及安心街交界，佔地約 1,600 平方米，前身為臨時停車場，附近工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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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又接近油站，在社區內屬邊緣地區。建築署高級建築師溫灼均日前表示，設計時一直有反思

項目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期望「綠在沙田」可成為社區一部分，並融入本地文化，打造成區內活

力的焦點。  

 

14 個舊櫃「拆骨」融本港特色  

「綠在沙田」重用了 14 個舊貨櫃，但非一般的堆疊，而是貨櫃猶如「變形金剛」大幅度改裝，部

分被削去整個表面，部分更只剩支架。「綠在沙田」亦融入不少中國建築及本港特色，以中庭花園

作為參考，並配以大簷篷，同時使用大量的竹拼成屏風，用作阻擋陽光和熱能。辦公室的樓底亦特

意增高，以增加空氣對流的效果，避免使用空調。  

 

「綠在沙田」的中央則放置一棵桃花，再配以竹等形成走廊，以劃分教育中心和回收中心。大門亦

有一個類似垃圾槽的金屬筒，裡面種有竹，當晚上着燈時，就反射出竹的影像，效果猶如走馬燈。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黎耀基表示，一般人談起回收工作都會聯想到垃圾站，但若做到乾淨回收，回

收工作可在社區甚至家中進行。他期望透過今次「綠在沙田」，可讓社區重新認識回收工作。  

 

剛接收場地的營運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總監周淑琼則表示，自農曆新年前已與物業管理

公司合作回收舊電器及電腦，在區內 6 個屋苑停車場與保安處設置回收點，再由他們用回收車定時

收集，了解走線及收集數量，並熟習物流程序等。  

 

「綠在東區」料下半年啟用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預留工程開支約 4 億元，在全港 18 區各設立一個環保

站，其後當局將環保署於 2013 年提出的項目改名為「綠在區區」，讓公眾更易接受。除了「綠在沙

田」外，「綠在東區」建造工程亦將於今年中完工，招標程序亦將進入尾聲，預計今年下半年開始

提供服務。「綠在觀塘」亦已展開建造工程，預計明年上半年提供服務。另外 8 個「綠在區區」項

目已確定選址，並正進行工程規劃工作，7 個項目的選址則仍有待確定。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黎耀基指出，若要做到有效回收，需在源頭分類、有效收集、妥善處理、循環

再造，若任何環節出問題，回收工作就會停頓。因應電器、慳電膽、光管、玻璃及充電池等因市場

價值較低，私營回收商未有太大誘因，「綠在區區」正是提供物流支援，收集有關物料送至自願性

回收計劃或合資格私營回收商。署方會監管運作情況，確保物料不會棄於堆填區。 

 

雖然「綠在沙田」較最先預計 2014 年中啟用的目標延遲約 1 年，但黎耀基稱，「綠在區區」項目由

最初提出、規劃、建造以至啟用，速度已較以往快，比過往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逐個項目批

出，更邁進了一大步。雖然各個「綠在區區」營運合約為期 3 年，但該署會檢視項目成效，再決定

會否以此模式繼續運作。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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