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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逾億年岩石美景的地質公園，啟用 4 個多月已吸引 60 萬人次參觀，但漁護署

辦的免費導賞團只供不足 1 萬人參加；惟部分私營導賞團容許小童及缺乏經驗

者攀爬險要岩石，本報記者上周參加的一個本地團，更要攀爬 5 米高峭壁，過

程險象環生，記者中途決定止步（見另稿）。事件帶出漁護署的地質公園景點安

全指引含糊，私營導賞團難拒收行山經驗不足者，旅遊業議會促請改善指引。漁

護署回應稱，將去信旅行社提醒帶地質團時注意安全。明報記者陳志偉黃雄馬耀

森 
 
網頁列明風險漁署：將去信提醒 
 
本報記者上星期日參加持牌旅行社「友晟旅遊」籌辦的 130 元「鬼手岩火紅海

岸探奇團」，前往地質公園中擁有全港最古老沉積岩的黃竹角嘴。雖然事前旅行

社負責人及網頁已述明風險，包括「須闖林、爬石、涉水，責任自負」，但仍吸

引了近 70 人參加。據記者觀察，部分疑屬經驗不足的行山初哥，不少人沒依漁

護署指引穿行山鞋，沒備手套。 
 
當日記者驚歷多個危險場面，包括上岸位置無碼頭，要冒險攀海邊的「滑手」岩

石；沿海岸線前行時不時須沿陡峭崖石或濕滑石隙前行，隨時墮海；中途站「鬼

手岩」附近一處約 5 米高、只有半呎寬的海邊天然山崖棧道，更令 10 多名團友

包括記者放棄行程，但仍有大部分團友包括不足 10 歲小童冒險繼續前行。 
 
官方團馬路邊講解安排欠善 
 
即使是漁護署籌辦的免費地質公園導賞團，部分亦因安排不當造成危險。以最受

市民歡迎的西貢萬宜水庫景點為例，記者本月初一個周日觀察時，發現導賞員會

站在東壩馬路邊講解，但上址不時有的士高速駛經致人車爭路，有的士與站在馬

路聽講解的團友擦身而過；另雖然上址石崖下有告示警告「小心滾石」，但諷刺

的是部分介紹資料牌卻設於崖底近崖壁，即是「逼」參觀者冒險站近崖壁閱讀。 
 
承認不宜初學者「尷尬難拒報名」 
 



對於黃竹角嘴的驚險行程，身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委員的友晟旅遊負責

人梁榮亨回應時承認，上述行程難度屬「三星級」，不宜初學者。但他強調已有

清楚提醒報團者有關風險，公司除已為團友買 10 萬元平安保險外，亦建議團友

可自行另購保險。 
 
對於有業界人士質疑，不應容許裝備不足者（如無手套或爬山鞋）及小童參加涉

及攀石的危險行程，梁氏回應指他認識與小童同行的父母，並曾表達對安全問題

關注，但對方堅持一家報名， 「尷尬……難拒絕」。梁認同，若攀石者戴手套或

可減少受傷，但行山者各有不同習慣，最後他補充，上岸前已向團友講明，若感

害怕或體力不繼，毋須勉強前行。 
 
類似黃竹角嘴沒有碼頭上岸兼地勢陡峭的沿海危險地質公園景點不止一個。漁護

署承認，黃竹角嘴、果洲群島及甕缸群島三地點因地勢險要或大浪等問題，遊人

均不宜登岸參觀，只宜乘船近岸觀賞。該署將去信旅行社提醒帶團者注意團友安

全，又呼籲市民遊地質公園時切勿走近疏鬆岩壁或攀爬岩石，免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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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共花 60 萬元的 200 個官方導賞團，採事先報名制度，但至今已有 25％
已報名參加者臨時缺席，有浪費公帑之嫌。該署證實臨時缺席問題存在，但指已

加強聯絡受訪者。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建議「先付費，出席後才獲退款」制度，確

保名額不會浪費。 
 
團體倡付按金免浪費 
 
漁護署未有提供官辦免費導賞團整體缺席率，但把臨時缺席歸咎早前天氣冷。據

統計，由去年 11 月至今年 2 月底已出發的 169 個官方團，共有 4800 人已參加。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吳振揚建議，為善用公帑，日後可考慮要求報名免費

團者「先付費，出席後才獲退款」，以免一邊有人隨意缺席，一邊卻有人因導賞

團爆滿致無從報名。 
 
對於有持牌旅行社容許家長帶小孩參加須攀石的地質公園遊，旅遊業議會總幹事

董耀中對安全問題亦表關注，但指旅行社若沒有合理理由，實難拒絕個別人士報

團。 
 
現時漁護署地質公園小冊子，把黃竹角嘴、甕缸群島等無碼頭景點形容為「不適

宜登岸遊覽……只鼓勵不登岸的海上旅遊」，但董耀中認為小冊子不夠清晰，建

議當局發出較明確指引，如明言哪些景點危險及不應上岸，方便議會跟進。 
 
漁護署回應稱，將透過旅議會向其屬下會員宣傳遊覽地質公園需注意的安全事

項。 
 
遊覽地質公園安全守則 
 
觀賞岩石或地貌勿獨自前往，天氣惡劣勿出發規劃路線須所有團隊成員均能應付 
 
部分島嶼及沿岸地點難以到達，不宜登岸，只宜乘船遊覽 
 
勿攀爬岩柱或踐踏受嚴重風化或侵蝕的岩石面，留意鬆散或光滑岩石 



 
穿著適當登山鞋及衣服，帶備手套、雨衣、急救用品 
 
部分景點未必有手機網絡覆蓋，出發前須告知親友路線及回程時間 
 
資料來源：漁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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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不上岸好呢？」坐在駁艇上忐忑不安的我，從沒想到上星期日這個地質公園

黃竹角嘴私營導賞團採訪任務，上岸的第一步竟已是這麼困難。原來上址連碼頭

也沒有，我就在沒穿救生衣下由駁艇冒險爬上陡斜的海中大石再登岸，心想：如

果踏錯腳就慘了！ 
 
「這是小兒科呢。」身旁有經驗的團友笑道。我錯愕之餘，慶幸有好心女團友借

了一雙手套給我。但前行途中有兩三次我還是呆了，因為不少海邊大石隙我真的

不敢跳過去，因若不慎失足，自己恐會成為翌日報章頭版主角。 
 
感激的是，同行義工即場教我行山基本法： 「不用怕！左腳先踏上來，轉重心

才上右腳」、「記緊，滑石只可踏石隙，不可踏石面」，我既後無退路，唯有咬實

牙關前行，終爬過一塊又一塊大石。 
 
團友腳程不同隊首隊尾差 40 分鐘 
 
我一直處於 70 人隊伍的中游，但團友實力太懸殊，故在抵達中途站即鬼手岩

時，隊頭隊尾相距已逾 40 分鐘腳程。大部分團友如我，沒有機會聽到領隊解釋

或導賞沿途的五彩及奇形石頭。 
 
個多小時後，我抵達鬼手岩，但看到轉彎處的景况後終於「投降」，海邊彎位約

5 米高，像一條崖邊棧道，雖有團友包括兩名不足 10 歲小孩手足並用貼着岸邊

緩緩前行邁向終點，但這棧道部分站立處僅半呎闊，崖下便是可奪命的石灘。我

沒膽量前行，最後 10 多名團友包括我都寧願止步。 
 
約 3 個小時後，駁艇載我們返回大船啟航回程，領隊說全團人均安全後，汗濕

重衣的我亦放下心來，但心裏的疑問是：這種行程，能每次都有好運嗎？ 
 
明報記者陳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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