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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議員支持石崗菜園村「護村原則」 

反對政府「謀殺老人」賠償方案 
零九年十一月十三日立法會公聽會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意見書 

 

第一部分 

背景：菜園村逼遷問題的癥結 

菜園村逼遷問題源自行政當局對新界鄉村「非原居民」社群的漠視，把他們當成

可以隨便驅趕拆遷的二等公民。廣深港高速鐵路走線於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刊憲

前，政府只跟被「原居民」壟斷的鄉事委員會磋商，在「原居民」村代表的推動

下，把車廠選定在石崗菜園村興建，被逼遷的菜園村「非原居民」卻一直蒙在鼓

裡，連最起碼的資訊也缺乏﹝現方案只有非原居民被逼遷﹞。這種不平等制度，

是殖民地時代特權政治的延續，完全落後於時代。香港已不是英國殖民地，特區

政府理應嚴肅檢討新界的特權政治體制，菜園村「非原居民」的吶喊，正為香港

社會提供了反省改革的機會。 

一﹞「菜園村精神」和五點「護村原則」 

早期的菜園村村民大部分是戰後來到新界務農的國內移民。他們在香港政府的合

作社和蔬菜統銷制度的鼓勵下，在石崗建立了自己的務農社群。社群中的不同家

庭，因着不同的際遇，有的幸運地跟原居民買下農地、有的幾十年來一直跟原居

民租農地、有的則在政府土地上建屋耕種。香港輿論常以「獅子山精神」來讚許

戰後香港市區新移民自力更生的拼勁，其實在獅子山以北，也有數以萬計新移民

在新界實踐「菜園村精神」，千辛萬苦建立自己的農耕事業、修路建屋、幾十年

來不單成就了美好的家園和社群，也為市區人提供了源源不絕的蔬菜和肉食。 

 

幾十年過去，香港本地農業因國內蔬菜大量輸港及政府多番管制而陷於艱難境

地，原居民亦紛紛將農地改闢為露天貨倉牟利，令新界鄉郊環境日漸惡化。今天

的石崗菜園村雖然沒有當年每日出產幾百籮新鮮菜的盛況，不過經過村民幾十年

苦心經營，竟也不知不覺地成就了很多當代香港社會愈見重視的價值，包括「緊

密的街坊網絡」、「老有所依的大家庭生活」、以及「愛惜農地、耕住合一的可持

續發展生活模式」。菜園村幾十年的生活實踐原來應該得到社會和政府的重視、

培育和推廣，現在反而遭到肆意踐踏；明明是村民不靠政府以雙手貢獻香港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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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現在官員卻反過來說是政府一直容忍村民在菜園村生活。這是名副其實的「打

完齋唔要和尚」、「佔了便宜還賣乖」，令人憤怒。 

 

菜園村「非原居民」社群被欺善怕惡的特區政府選為犧牲品，村民由始至終也守

着不遷不拆的立場。不遷不拆立場是建基於五個互相連結的基礎原則，我們稱之

為「護村原則」： 

 

i﹞ 幾十年來建立的家園和社區網絡 

ii﹞ 與子女共住、老有所依的大家庭環境 

iii﹞ 幾十年來對菜園村及周圍環境的熟悉感和連繫 

iv﹞ 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 

v﹞ 幾十年來與植物和動物共融的環境 

 

希望議員肯定菜園村農民過去的貢獻，了解和支持村民五個「護村原則」，並使

之成為衡量任何方案好壞的指標，確保村民的生活質素得以維持，不要令老人家

「臨老唔過得世」。菜園村並非又一件無關大局的逼遷事件，卻是政府向市民展

示，到底它有沒有意願和決心協助香港社會走向「可持續發展」、「老有所依」和

「尊重社區」的未來。 

 

第二部分 

二﹞政府賠償方案是對菜園村老人的慢性謀殺 

用上述五個原則來衡量政府的賠償方案，可以很清楚看到當中的落差，完全不能

接受。政府方案以賠償金錢為主，「社區農場」和「農業復耕計劃」為副，妄稱

為村民提供不同的選擇，以圖誤導輿論，實質是將村民原本整全的家庭、農耕和

社區生活弄至四分五裂。如果真的強制實行，村民各方面的生活質素必定急劇下

降，最需要支援的老人家在晚年同時失去社區網絡和大家庭環境，前景更令人憂

慮。曾經參與調頸嶺反遷拆運動的組織者說，很多調頸嶺老人家在上樓後兩三年

便撐不住病倒過世。九十年代由石峽尾白田基愛社區發展中心做的調查亦發現，

老人家被強迫搬離原有居住地方到新地方居住，入住一年後的死亡率較正常的高

六成。現在政府重蹈覆轍，對菜園村的賠償方案亦是對菜園村老人的慢性謀殺，

若果議員支持撕裂社區的方案，即是甘為幫兇。 

 

以下再以幾點說明政府賠償方案的問題： 

 

i﹞ 「社區農場」是玩弄文字的噱頭，菜園村村民已經四散，既無社區，何來社

區農場？菜園村年長村民目前之所以能每天落田耕種，是因為田地就在屋



旁，不用周車勞頓。「社區農場」只是硬套城市人的假日農莊概念予菜園村村

民頭上，脫離現實需要。 

 

ii﹞ 「農業復耕計劃」只提供「短期」的復建住屋豁免，年期不明，而且必須是

住用構築物並領有農民牌照﹝據稱只剩下十多戶留有農民牌照﹞，還要提交

農業計劃書予漁護署審批。關卡重重，結果一戶十幾人的大家庭只有極少數

人合資格。大家庭環境沒有了，老人失去子女依靠，社區亦因村民四散而瓦

解。 

 

iii﹞ 菜園村的大家庭環境和社區網絡令村民就算收入不高，也可以靠互相支援而

過着高質素的生活，若按目前的方案辦事，遷上公屋、居屋或領金錢賠償住

私人樓，村民將失去部分維生的憑藉，生活開銷亦會大增，無論經濟上和精

神上，村民的生活質素一定會劇降。 

 

第三部分 

三﹞政府說 150 戶有八成已登記，關注組如何回應？ 

政府這兩天向傳媒放風，說菜園村「一百五十戶」村民中，有八成已向政府登記。

政府的意圖令議員以為政府的方案已經很完備，有八成菜園村住戶欣然接受，然

後否定任何改變的可能。關注組的回應如下： 

 

i﹞老住戶大半支持不遷不拆 

150 戶或八成登記等都是政府單方面的說法，政府從來沒說明「一百五十戶」覆

蓋的範圍、包括些什麼人、有多少戶短期租戶、有多少老家庭，已登記的住戶中

有多少是「一人戶」和「短期租戶」。關注組希望提供另一組數據讓議員參考：

在十月二十日賠償方案公布後，關注組在石崗軍營東邊的收地範圍進行了住戶調

查，結果約七十戶向我們表明不遷不拆的立場，當中包括各類型的業主和租戶，

絕大部分居於菜園村超過二十年。若減去住屋租戶，支持不遷不拆的住戶比例接

近七成。 

 

ii﹞登記住戶並不接受賠償安排 

住戶向政府登記不代表接受賠償計劃，也不代表放棄爭取不遷不拆。據關注組了

解，向政府登記的住戶中，包括大量的短期租戶。雖然已向政府登記，但他們的

要求﹝主要是上樓﹞很多都沒有得到政府處理，因此他們並沒有接受現有的安

排。其他已登記的住戶亦對賠償方案有很多懷疑之處，關注組正協助他們跟政府

澄清。 

 



iii﹞菜園村要關顧，不要「被解決」 

政府希望議員視菜園村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但菜園村不是一個問題，而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老社區。我們要問的是，特區政府可以耗資六百五十億元建全

世界最貴的鐵路，為什麼因此被犧牲的人卻連維持原有生活質素的權利都被剝

奪？為什麼西九龍的有錢人可以坐高鐵風流快活，為什麼貢獻香港幾十年的菜園

村老人家不可以保住自己的大家庭和社區？ 

政府提出的賠償方案和選址過程一樣，都是先照顧有權有勢的人的利益，因為政

府欺善怕惡，最弱勢的受害者，如菜園村的老人、新移民租戶、南亞難民等，卻

沒有得到照顧，由得他們自生自滅。跟有錢人就說「特事特辦」，跟貧病老弱就

講「現行政策」，這就是曾蔭權政府不受尊重的原因！ 

 

總結：請不要接受政府「慢性謀殺」賠償方案，還菜園村一個公道 

我們希望議員： 

一﹞盡最大的努力保住菜園村不遷不拆； 

二﹞支持關注組提出的五個「護村原則」，並以此作為任何方案的基礎，確保村

民能盡量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素； 

三﹞在以上問題、以及其他受影響市民的問題未得到妥善處理前，絕不能通過任

何高鐵撥款，包括目前這個令菜園村社區和大家庭四分五裂的特設特惠津貼

賠償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