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面質詢
何潤生議員

古樹保育

古樹有不少的文化、歷史、教育與生態價值，近年市政署積極推動古樹
名木的保育工作，創立了《澳門古樹名木保護名錄》，並持續更新名錄，
今年7月公佈新增的古樹有十二株，除名三株，與上一批已公佈名錄合計
古樹名木共六百五十四株，在特區政府的持續推動之下，古樹作為文化
遺產的保育問題亦越來越受到本澳社會的關注，未來宣傳推廣工作有必
要進一步加強，思考更多的方式方法，加深居民及旅客對於本澳珍貴樹
種的認識，了解古樹保育的重要性。

澳門現存的古樹基本都被納入《古樹名木保護名錄》，大部分屬市政署
管理的公共地方樹木，但也有不少屬於私人的。特區政府應與私人地方
古樹持有人保持聯繫，積極溝通古樹保育方面的問題，進一步推動私人
積極履行古樹保育的責任。同時，本澳處於颱風多發的地區，加上城市
不斷發展，掘路工程遍地開花，容易影響到樹木的生長環境，古樹受破
壞的風險很高。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請問有關當局如何加強跨部門合作，合理利用古樹名木資源，通過
科普宣教、展覽展示、現場交流等多種形式，進一步大力科普宣傳古樹
的保育知識和相關法律法規，深入挖掘古樹名木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
講好古樹名木的故事，讓居民切身感受古樹之美，自覺保護古樹，甚至
研究以古樹來創造旅遊經濟價值，將生態保護與市場創意相結合？會否
與私人地方古樹持有人加強溝通，推動更多私人古樹納入《澳門古樹名
木保護名錄》？

二、請問特區政府會否針對古樹方面的處理程序、負責部門、鼓勵措施、
具體保護權責、應對方案等相關問題，進一步疏理及檢討，以提出更明
晰的要求及改進方法，不斷加強古樹的保育力度？在平衡城市發展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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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保育的方面，如何與建築業界建立長期有效的溝通、監督、巡查及環
境評估機制，在城市規劃及發展建設過程中推動更多的保育工作，確保
古樹有理想的生長環境？

三、請問有關當局如何加強與其他地區的交流，並研究將更多成熟的電
子科技推廣應用到古樹名木保護工作中，以進一步完善恆常巡查及管護
機制，及時發現問題，實現動態、精準管理，提高古樹名木保護的水平
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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