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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大埔 沙螺洞 

甚麼是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 一些位於郊野公園內,但卻被劃出郊野公園範圍的地方 
- 大多是原居民村落及農地 
- 不受郊野公園條例規管 
- 不少不包括土地已被荒廢多年 
- 很多不包括土地有很高的生態及景觀價值 

八仙嶺郊野公園 



- 77個，共2076公頃  

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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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及管理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 

郊野公園條例 城市規劃條例 



塱原濕地管理協議的啟示 



永續荔枝窩-鄉村社區營造計劃 
Sustainable Lai Chi Woo – Rural 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Programme 



荔枝窩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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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窩 
Lai Chi Wo  
• 超過三百年歷史的傳統客家村落 

• 由曾氏及黃氏擁有 

• 屬於沙頭角慶春約七村之一：荔枝窩、梅子林、三
椏、鎖羅盆、蛤塘、小灘及牛屎湖 (現稱牛池湖) 

• 是香港其中一條現存鄉村佈局最美、最完整的圍村 



荔枝窩 
• 位於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上  

• 沒有車路連接 

• 有二百多間村屋，部分保存
良好，但部分已破損 

• 曾有過千村民居住，但現時
大部分已移居外地 

• 部分較年長居民想告老還鄉 

 



東門正面全貌 



村屋 

三級歷史建築 － 協天宮 

村校與古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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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荔枝窩 



現在的荔枝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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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s 



豐富的生態、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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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1.以集水區區域管理概念進
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To initiate a whole catchment 
approach for 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4.發展荔枝窩成為鄉村永續發展的
教育基地 

To develop the village as an 
environmental/SD education hub 

3.重新發掘荔枝窩的社區
資產及適度地加以利用 

To re-discover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facilitate 

appropriate use 

5.推動更多元、符合荔枝窩永續
概念的經濟模式及工作機會 
To develop diverse lo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returns 

to sustain the community 

2.以環境友善的農法恢復、活
化荔枝窩的農業活動及景觀  
To revitalis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by adopting innovative farming 

methods 



以集水區區域管理概念進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1. 以集水區
區域管理概念
進行生物多樣
性的保護  

 

生境、生物多樣性、
淡水資源管理 

自然資源調查及清單 水文及淡水資源安全管理  

物種保護及重新引
入實驗研究 



2. 以環境友善
的農法恢復、
活化荔枝窩的
農業活動及景

觀 

恢復水稻梯田 

環境友善農法
實驗 

監察泥土中鉮
含量 及 生
物治理研究 

生態林務試驗 

以環境友善的農法恢復、活化荔枝窩的農業活動及景觀  
 



重新發掘荔枝窩的社區資產及適度地加以利用 
 

3. 重新發掘荔枝
窩的社區資產及適
度地加以利用 

 

口述歷史及社區資
產地圖 

古蹟及文化景觀研究 

舊建築修復及再利用  



4. 發展荔枝窩成
為鄉村永續發展的

教育基地 
社區營造網絡訓練 

公眾教育及義工服務 

體驗式學習教育計劃 地區交流及經驗分享 

適度技術示範 

紀錄 

發展荔枝窩成為鄉村永續發展的教育基地 



推動更多元、符合荔枝窩永續概念的經濟模式及工作機會 
 

 5. 推動更多
元、符合荔枝窩
永續概念的經濟
模式及工作機會 

 

(深度)生
態旅遊發
展及訓練 

主題工作坊 
及活動 

“三斗種” 
培育試驗
計劃 



預期計劃影響 

社區層面 

政策層面 

鄉村 

農業發展 

科研、 

教育 

• 另類生活選擇 
• 本土食物生產 
• 新的永續鄉村
社區發展模式
示範 

• 本土荒廢農地發
展新方向選 

• 與地主、原居民
的協作模式 

• 解決農業及保育之
間的矛盾 

• 新農法試驗 
• 本土優良復耕示範 

• 鼓勵跨範疇研究 
• 累積知識及人材 
• 校外教育課程 
• 公眾教育 
• 地區經驗、知識交 



荔枝窩 

原居民 

建設 

社群 

定居 

社群 

荔枝窩社群 

義工 

學生 

遊客 

參加者 

共同 
協作 



深耕細作，讓荔枝窩成為 
香港第一條永續農村!  
學習、實踐、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