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於世界河流日推出「河處是吾家」項目 

鼓勵港人認識本地河流的多重價值 

2017 年 9 月 24 日是「世界河流日」(World Rivers Day)，全球超過 60 個國家舉辦各種慶祝活

動，加強公眾對河流保育的意識，提倡河流的妥善管理。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支持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推行的「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自 2016 年 12 月啟動後，致力促進市民認識及

關注香港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為了提升社會大眾對本地河流的認識，計劃推出「河處是吾

家」  (My River, My Community) 項目，建立了本港首個互動的地理信息系統河流資料庫

(http://www.jcwise.hk/gis/)及舉辦河流導賞員培訓工作坊。透過嶄新的多媒體互動平台及實地導賞團，

深入淺出介紹香港的河流資訊，讓市民重新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河流連繫起來，繼而加強市

民關注節約用水等香港水資源可持續發展議題的意識。 

香港過往為了減低因暴雨及颱風所引發的水浸威脅，對河道進行大規模人工化的整治工程。有

效減低水浸風險的同時，卻令市民與本地河流的關係日漸疏離。現今河流保育成為世界大趨勢，政

府在近期開展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中也強調「藍綠基建」及活化水

體的概念。能夠於香港推動這些遠大理念的關鍵，最重要是讓公眾欣賞河流的各種價值，將公眾與

本地的河流重新連繫。 

計劃總監及香港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吳祖南博士表示：「要鼓勵市民珍惜水資源並提倡河流保

育，首先要讓他們了解河流的多重價值。因此，項目團隊研發了一個本地河流資料庫，利用互動的

地理信息系統，展示有關河流的多媒體資訊，包括香港首條以河流景觀 (riverscape)為主軸的航拍

影片。此外，我們亦設計了不同的河流導賞路線(http://www.jcwise.hk/mrmc/index.php)，包括『識河

之選』、生態及文化路線，亦舉辦河流導賞員培訓工作坊，透過培訓專業河流導賞員的方法，繼而

推廣及帶領公眾重新認識我們的河流。」 
 

為慶祝世界河流日，吳祖南博士更親身帶領一眾傳媒朋友到山貝河流域進行實地考察，藉此展

示如何有效地利用計劃的互動河流資料庫，配合實地考察，讓大眾認識河流的多樣面貌。吳博士亦

會利用資料庫上的資料講解香港河道管理的發展，並探討河道整治工程對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影響。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是一項為期三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逾港幣一千四百七

十萬元支持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推行的計劃。此計劃結合跨專業界別的力量，透過以下兩個主題，

促進市民認識及關注節約用水及香港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將公眾與本地的河流重新連繫，加強認識水資源的多重價值 

 透過推廣水足跡這種嶄新及循證為本的概念，了解消費習慣對本地及不同地方水資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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