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九江街及海壇街交界熟食墟 



實情是各處鄉村各處例﹐有些區議會連墟市小組，
傳閱制度都沒有。 

深水埗今次出現區議員及官方互等，區議會指若
官方批准就傳閱相關文件；但官方又話，區議員
傳閱後，官方就批。 

建議每區設立一統一聯絡人機制，協調政府各部
門及申辦團體及區議會之間的溝通。 



熟食墟需由一持食物製造廠牌照的食肆或食物工場支援方可申請 

14個熟食檔，共需要22支滅火筒，14個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消
防證書，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等，以及有關的電力、爐具及帳
篷 

建議政府積極設立「社區廚房」讓合資格的市民/非
牟利機構租用並於墟市售賣食物。 

建議政府設立種子基金協助墟市發展。 



熟食墟場地要求比乾貨墟要求高，當中包括:電力供應、附近
設施、通道闊度等， 

一般康文署球場及公園或房屋署廣場設備較其他署方管轄地點
完備，但以上兩個部門管轄的空間未有恆常申辦墟市方法 (康
文署場地一般一年只可申請一次) 

 

建議政府考慮設立熟食墟試點，若場地合適，邀請電
力公司種電箱，減低墟市營運成本，有利墟市申請 



熟食墟於3月29日才收到消防23條發牌要求，
距離活動舉辦日期只有10個工作天左右，增加
團體成功舉辦墟市的困難 
 

建議政府將消防原則性的條例公開，如露天場地舉
辦明火墟市，對於爐具火力要求、場地大小、爐具
數量的比例、防火設備的要求等等 



5. 部門要求不合時宜 

 

 
食環條例為80年代安置小販進街
市而設，而且愈來愈緊，食環規
定食物 不可由生變熟，目的防
止生的食物交叉感染，但實情是
熟食儲存解凍都不一定安全，其
實愈多步驟及運送風險更高。 

 
 

6.部門之間條例矛盾 

 

 
食環因食物安全理由要求每個帳
篷需三邊圍封75CM，但消防則
要求爐具之間要有1米距離， 中
間不可排放任何東西。最後活動
當天兩個部門官員當場協商。 


	�申辦熟食墟經驗的困難
	1.「由下而上」推動墟市  純粹口號 !
	2. 熟食墟市申辦門檻高
	3.熟食墟市場地要求難符合
	4.非公開消防條例窒礙墟市發展
	投影片編號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