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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村落 : 梅子林及
  蛤塘永續鄉村」 計劃簡介
梅⼦林和蛤塘是位於新界東北的兩條⾼地客家村落，擁有
超過三百年歷史。隨著居⺠遷出，從前充滿活⼒的社區在
過去數⼗年間逐漸式微，村⺠與⼤⾃然多樣化的互動不復
再，如果不及時在村中進⾏積極的管理，⽣物多樣性和相
關的⽣態價值將會繼續衰落。

此計劃旨在透過修復耕地、改善⽣境和適度再利⽤鄉郊資
產，把梅⼦林和蛤塘復興成「森林村落」—以森林作為主
要⽣境的聚落。計劃會以協作和參與的⽅式與各界持份者
（包括村⺠、⾮牟利機構、科學家、建築師、藝術家和有
興趣的市⺠等）共同合作，讓他們透過⼀系列的保育活動
培養知識、技能和責任感，成為森林村落的守護者。

第⼀階段計劃⾃2021年2⽉開始，⾄2024年4⽉30⽇完
結。接下來是計劃的第⼆階段，⾃2024年5⽉1⽇啟動，
並延續3年⾄2027年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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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有志參與鄉郊旅遊活動的社區⼈⼠，透過⼀
系列課堂、考察、導賞考核及活動回饋，以導賞
服務及社區協作，投⼊鄉郊活化⼯作，並持續推
動梅⼦林及蛤塘等鄉村社區的營造及發展。

參加者需完成導賞培訓、考核及 3 次活動回饋，
成為合資格鄉郊⼤使，為計劃項⽬帶領村落導賞
團及活動協作。

鄉郊大使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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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培訓熱⼼鄉郊保育的公眾⼈⼠參與「森林村
落」，協助團隊推⾏各種與⾃然保育、公眾參
與活動及⽂物建築及⽂化資產保育的項⽬，
當中發展可持續鄉郊地區的導賞服務。
提供平台讓公眾認識梅⼦林與蛤塘的⾃然及
客家⽂化景觀、⽣態系統服務、並透過掌握
⼭野安全及導賞技巧，將鄉郊保育的訊息有
效地傳遞⾄更多公眾⼈⼠。
促進城鄉交流，為鄉郊注⼊新⼒量，以擴闊
本地鄉郊空間及活化想像。
加強現有⼤使在新⼀期計劃的參與度，促成
新舊⼤使的融合與傳承。

鄉郊大使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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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帶領導賞團次數

超過80團超過80團

年份 參加⼈數

第⼀屆鄉郊⼤使計劃 2021年 30

第⼆屆鄉郊⼤使計劃 2022年 29

過往鄉郊⼤使專屬活動/課程:

過去2屆計劃 (第一期森林村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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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時間 內容 講者 地點

7/8(三)
18:50-
21:50

破冰遊戲
「森林村落」計劃簡
介及各組織的⻆⾊
前往梅⼦林和蛤塘的
交通及注意事項

(1) 梁兆謙先⽣ (⾹港⼤學公⺠
社會與治理研究中⼼ ⾼級項⽬
主任)
(2) 朱偉基先⽣ (沙頭⻆⽂化
⽣態協會 項⽬經理)
(3) 李俊⿓先⽣ (沙頭⻆⽂化
⽣態協會 助理項⽬主任)

⾹港⼤學
梁銶琚樓 
LG1/F –

KKLG101

11/8(⽇)
08:45-
16:30

新界東北地質
紅樹林⽣態
⾵⽔林⽣態
蝴蝶園的功能與特⾊

(1) 徐淑儀⼥⼠ (第⼆屆鄉郊
⼤使)
(2) 劉⽂忠先⽣ (「樹⽊⾕」
創辦⼈)

⾺料⽔、
荔枝窩、
梅⼦林

14/8(三)
18:50-
21:50

客家村落⽂化
⽣態旅遊與可持續旅
遊概念
⺠俗植物

(1)吳良貴先⽣ (資深⽣態導
師) 

⾹港⼤學
梁銶琚樓 
LG1/F –

KKLG101

18/8(⽇)
09:00-
16:30

沙頭⻆歷史、⽂化及
開放後的機遇
客家建築及⽣活⽂化
品嚐鄉郊客家菜
荔枝窩鄉郊復育的發
展與挑戰
iNaturalist教學

(1) 張師夏先⽣(沙頭⻆⽂化
⽣態協會 副主席)
(2) 蕭興和先⽣ (步道導師)
(3) ⿈⽵君⼥⼠ (第⼆屆鄉郊
⼤使)
(4) 葉華先⽣ (第⼆屆鄉郊⼤
使)

沙頭⻆、
荔枝窩

培訓時間表

8



⽇期 時間 內容 講者 地點

21/8(三)
18:50-
21:50

⼿作步道修復的重要性
「源⼭⼿染」深度體驗
活動的策劃與分享

(1) 羅榮輝先⽣(綠洲Oasistrek
網站的創辦⼈)
(2) 郝⽴仁先⽣ (天然染導師)

⾹港⼤學
梁銶琚樓 
LG1/F –
KKLG10

1

25/8(⽇)
09:00-
16:30

⼿作步道講解及⽰範
鄉郊復耕與⽣境管理
村落與藝術的連結 
與當地村⺠交流鄉郊保
育與發展 
館⻑⼯作介紹

(1)⽯華勝先⽣ (資深步道導師)
(2)梁兆謙先⽣ (⾹港⼤學職員) 
(3)葉曉⽂⼥⼠ (⽣態作家及畫
家)
(4)曾⽟安先⽣ (梅⼦林村村⻑)
(5)李俊⿓先⽣ (沙頭⻆⽂化⽣
態協會 助理項⽬主任)

荔枝窩、
梅⼦林、
蛤塘

28/8(三)
18:50-
21:50

⼭野活動安全 
導賞技巧與經驗分享

(1) 吳銨洋先⽣ (登毅戶外培訓
創辦⼈)
(2) 盤穎貽先⽣  (資深綠⾊旅遊
導賞員)

⾹港⼤學
梁銶琚樓 
LG1/F –
KKLG10

1

4/9(三)
18:50-
21:50

村落保育的實際經驗與
挑戰
鄉郊⼤使的體驗分享
考核前準備

(1) 李以強先⽣(沙頭⻆⽂化⽣
態協會 主席)
(2) 伍秀儀⼥⼠ (第⼆屆鄉郊⼤
使)
(3) 何婉儀⼥⼠ (第⼆屆鄉郊⼤
使)        

⾹港⼤學
百周年校
園賽⾺會
教學樓8
樓813室

8/9(⽇)
09:00-
16:30

考核

(1) 盤穎貽先⽣ (資深綠⾊旅遊
導賞員)
(2) 李以強先⽣(沙頭⻆⽂化⽣
態協會 主席)
(3) 蔡振興先⽣ (第⼆屆鄉郊⼤
使)

荔枝窩、
梅⼦林、
蛤塘

注意事項:

(1)所有考察及考核課都必需攜帶禁區紙，請在該考察或考核課前，提早最少3個
⼯作⽇申請。
(2)惡劣天氣特別安排：如天⽂台於室內活動前兩⼩時宣佈發出⿊⾊暴⾬警告、
⼋號烈⾵或暴⾵信號或以上；或於戶外活動前三⼩時發出紅⾊或⿊⾊暴⾬警告、
三號強⾵訊號或以上，活動將延期⾄另⾏通知。 9



考核模式：
5⼈1⼩組，每2⼩組為1⼤組，每個⼤組都會有1位⼯作⼈員
陪同。
考核當天每個⼤組會輪流前往3個考核地點，每個地點都會
有1位固定的評核員負責評分。 

每個考核地點都會分2部分，每個⼩組需負責其中1部分的導
賞，導賞內容、路線設計及每個組員的分⼯安排由⼩組⾃⼰
決定，同時另⼀組無需考核的⼩組會扮演公眾⻆⾊。 

負責哪部分會於第4堂理論課時抽籤決定。導賞時請⾃⾏準
備所需的導賞物資(如有)。 

每個⼩組必需限時內完成該部分的考核，時間結束時評核員
會即時停⽌該組的導賞。當2個⼩組都完成考核後，⼤組可
離開該考核地點並按時前往下⼀個考核地點 (如有)。 

評核員盡量不會在考核完成後即時為每組作檢討，檢討環節
會留待最後於荔枝窩進⾏。

考核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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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024年9⽉8⽇(⽇)

評核員：   李以強先⽣ (沙頭⻆⽂化⽣態協會主席)、盤穎貽先⽣ 

                 (資深綠⾊旅遊導賞員)及蔡振興先⽣ (第⼆屆鄉郊⼤使)

集合時間 : 上午 08:45 沙頭⻆避⾵塘



組別分 個⼈分

團隊精神: 40% 導賞內容: 40%

路線設計: 40% 導賞技巧: 30%

時間管理: 20% 公眾互動: 20%

/ 安全意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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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地點：「森林村落」導賞團路線

A. 荔枝窩 (評核員: 盤穎貽先⽣) 

• A1: 紅樹林及泥灘
• A2: 荔枝窩村及⽥地

B. 梅⼦林村⾄蛤塘 (評核員: 李以強先⽣)

• B1: 古井、營地⾄蛤塘村⼊⼝
• B2: 蛤塘

C. 梅⼦林村周邊 (評核員: 蔡振興先⽣)

• C1: 村⼊⼝及蝴蝶園
• C2: 遊樂場及村屋

評分標準 (合格: 60分/100分)： 
(1) 組別分: 50%
(2) 個⼈分: 50%

最終每個學員的得分會是3位評核員加起來總分的平均分。
如平均分達60分或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會再安排另外⽇⼦補考。



考核總流程
時間 流程

09:00 沙頭⻆避⾵塘集合開船

09:30 開始分組考核

16:00 全體荔枝窩集合及總結

16:30 荔枝窩碼頭開船

16:45 沙頭⻆解散

時間 活動

09:30-10:00 步⾏上梅⼦林

10:00-11:00 考核 (1): 導賞路線 C

11:15-12:15 考核 (2): 導賞路線 B

12:15-14:15 午餐及休息

14:15-15:45 考核 (3): 導賞路線 A

15:45-16:00 到荔枝窩集合

A組流程:

12



時間 活動

09:30-10:00 步⾏上梅⼦林

10:00-11:00 考核 (1): 導賞路線 B

11:15-12:15 考核 (2): 導賞路線 C

12:15-12:35 步⾏落荔枝窩

12:35-14:05 考核 (3): 導賞路線 A

14:05-16:00 午餐及休息

B組流程:

時間 活動

09:30-11:00 考核 (1): 導賞路線 A

11:00-12:45 午餐及休息

12:45-13:15 步⾏上梅⼦林

13:15-14:15 考核 (2): 導賞路線 B

14:30-15:30 考核 (3): 導賞路線 C

15:30-16:00 到荔枝窩集合

C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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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春約概述
位於新界東北。 

由於村落眾多，村⺠為了加強相互間的溝通及防務，便組成了沙
頭⻆⼗約。 

其中第九約為慶春約，由七村聯合⽽成，包括了荔枝窩、三椏、
梅⼦林、蛤塘、⽜池湖、鎖羅盤及⼩灘，全部皆為客家⼈⼠。 

從前新界村落為了確保治安穩定和維持⽣活需要，鄰近、友好的
村落會守望相助，結盟成為伙伴般的關係，稱之為「約」。結盟
⽬的是為各村共建和諧、墾荒耕種以及互相幫忙。 

各村⺠都篤信神靈，為了酬神及祈福，便選擇在荔枝窩村興建鶴
⼭寺和協天宮供村⺠參拜，更訂定了每⼗年⼀次的太平清醮，⽽
下⼀次將於2029年舉⾏。 

全盛時期七村合共有村⺠約⼆千⼈之眾，可謂盛極⼀時。七村中
以荔枝窩的村⺠最多，以務農為主，主要的農作物為稻⽶，亦有
部分以漁獵為輔。

客家人
客家⼈主要是在清初康熙元年海禁遷界後，展界、復界時
期受朝廷⿎勵（例如增加他們⼦⼥考取科舉的機會）南來
⾹港定居。
客家⼈刻苦、英勇及團結，南來所佔多為⼭地，不及本地
⼈的平原肥沃，但仍能建家⽴業；且在歷次扺抗外族，如
蒙古⼈及英國⼈，皆表現英勇；亦願意與鄰近異姓村落同
盟結約，團結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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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村由曾⽒客家⼈建⽴，⾄今已有近四百年歷史，屬「慶春約」
—— 沙頭⻆⼗約中之第九約。 

梅⼦林展⽰了華南常⾒的⾵⽔村落佈局，背靠吊燈籠及⾵⽔林，兩側
均有⼭丘環抱，並有河流流經村落。精⼼設計的空間佈局展⽰了客家
⺠族在選址移居的傳統智慧，以及他們如何同時能夠適應當地特定的
地理、地形和氣候條件。 

鄰近荔枝窩的梅⼦林，於1661年由曾⽒建村，⾄今已有近四百年歷
史。60、70年代是村⼦最全盛時間，當時共有16戶村⺠居住。當時
主要以飼養家禽為主，村落多種植稻⽶及蕃薯等作物。但這條客家古
村荒廢多時，近年在村⻑及各⽅努⼒下，梅⼦林恢復⽔電，⽽且屋前
梯⽥重植果樹，設⽴故事館，及創作藝術作品等，令村內⽣氣漸現。

韓⽒蒲桃 (美腿樹)

梅子林概述

主要景點 
連理樹的出現是因為兩棵樹(翻⽩葉樹和假蘋
婆) 的枝椏因⾵⼒的作⽤下，經過⻑時間的
磨擦。樹⽪出現破裂，⽽當形成層產出新細
胞，相互癒合後，便會形成連理枝幹。兩棵
樹不斷地⽣⻑時，便會連成⼀體，成為⼀個
⾃然奇景。

美腿樹與連理樹相對，因其樹幹中⼼出
現⼀個洞⽽分開了樹幹。分開出的兩個
樹幹， 就像美⼈的兩條腿般。

連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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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王

荔枝王坐⽴於伯公社壇旁，擁有過百年歷
史，因⾼度⽐附近的植物⾼⽽成為村內的
⼀處景⾊。雖然⽼邁，每年仍會結出荔
枝。據說昔⽇村⺠會提前投標收成，再轉
售圖利，能否賺錢則看當年產量。

假蘋婆
位於村內伯公社壇旁，有⼀株⽼樹「假蘋
婆」，是村⺠乘涼休息的地⽅。每年農曆七
⽉初七，紅⾊果實仿如⼩燈籠點綴⼤樹，
⾮常美麗。假蘋婆種⼦呈⿊⾊，吸引不少
⿃類⻝⽤，也可製成⻝⽤油。

⾵⽔林中有棵韓⽒蒲桃受樹藤纏繞，其
形態與⾶⿓上天相似，故稱為盤⿓藤，
亦成為⾵⽔林中景點之⼀。

盤⿓藤 

⿈桐樹

⿈桐樹⾼達 30⽶，葉⼦呈圓形或橢圓
形。此⿈桐樹⽐其他林中的植物特別地
⾼，是村內地標之⼀。⿈桐的⽤途廣泛，
其⽊材可作板材，⽽根及樹⽪則可供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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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其根部⼜名「板藍根」，⽽花呈紫藍⾊。每到
開花季節，在梅⼦林也能看到⼀⽚花海。⾺藍
除了有欣賞價值，同時也是紮染的天然染料。

埔姜 

埔姜⼜名⿈荊，在梅⼦林⼀帶四處可⾒。具
掌狀複葉，⼩葉形呈倒卵形或⻑橢圓形；背
⾯綠⽩⾊，揉之有芳⾹，葉⼦表⾯有⽑，⽽
且背⾯顏⾊較淺。其枝葉焚燒燒可以驅蚊
蟲，⼜名「蚊仔柴」。昔⽇村⺠把嫩葉炒乾
作茶葉飲⽤。

花⾹⿃語梅⼦林壁畫 (畫家 葉曉⽂)

梅⼦林早年種有⼤量梅⼦樹，隱敝的村
落由梅⼦及梅花襯托，別有⼀番⾵味。
作品描繪出栩栩如⽣的⽣態環境，當中
包括⾚紅⼭椒⿃、暗綠繡眼⿃ (相思 )、
蒼背⼭雀及珍貴的粗喙秋海棠。

時⾄今天，⼀家⼤⼩的⿈⽜常⾒於梅
⼦林、蛤塘、荔枝窩⼀帶。⽽梅⼦林
村前的梯⽥常有⽜隻吃草或閑坐。作
者以此刻畫⿈⽜悠閒的形象及其躺臥
的形態。

悠閒的⽜壁畫 (畫家 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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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蝶壁畫 (畫家 葉曉⽂) 

壁畫是與本地藝術組織合作之社區參與
項⽬。沙頭⻆區擁有豐富得蝴蝶物種，
參加者透過觀察郊野，將梅⼦林的常⾒
蝴蝶品種呈現眼前，其中包括可⾒的網
絲蛺蝶及燕鳳蝶。

果⼦貍，⼜因其標緻的亮⽩⿐樑，被村
⺠稱為「⽩⿐樑」。果⼦貍過往常出沒
於村中，是村中的招牌動物。作品善⽤
廢屋留下的內、外牆壁空間，繪出果⼦
貍⺟⼦。

隱⼭果⼦貍壁畫 (畫家 葉曉⽂) 

碩果累累梅⼦林 壁畫 (畫家 葉曉⽂) 

作品繪畫出村落中的各種果實，梅⼦
林栽種了不同種類的果樹包括桔、餘
⽢⼦、荔枝、楊桃等。同時，村落周
邊也⻑有不少原⽣植物品種如嶺南⼭
⽵⼦、柯、紫⽟盤，它們所結的果實
是村⺠們童年時的零⻝。

桃⾦娘⼜稱「⼭棯」，同時也是村落
間常⾒果實。桃⾦娘花⼤⽽美，絢麗
多變；花初開為桃紅⾊，故稱為桃⾦
娘。果實多汁，漿果果⾁味甜帶有芳
⾹，是村落中的美味涼果。

原⽣植物嘉年華—桃⾦娘 壁畫 (畫家 葉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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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在森林村落 (畫家 葉曉⽂)

2021年，⼀隻受傷的貓頭鷹幼⿃在梅⼦林出現，被職員救起並交
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為其醫治。經過⼀年的治療和悉⼼照料，
貓頭鷹成功康復並回歸⼤⾃然。

貓頭鷹在梅⼦林並不常⾒，因此畫家葉曉⽂將它幼⿃時和成⻑後
的模樣寫上梅⼦林舊屋的牆上，以記錄這隻受傷後仍能茁壯成⻑
的貓頭鷹寶寶。

昆蟲旅館
獨居蜂(如⽊蜂、泥蜂等)屬於昆蟲
旅館的主要住客群，他們愛獨來獨
往，外表看來有些驚嚇，但其實不
會螯⼈。在⽊頭的表⾯有泥⼟填上
洞⼝，這⼤多是獨居蜂的巢室，⽤
來保護他們的下⼀代。

在梅⼦林的美蝶園中，設有⼀座⼤
型的和⼀組⼩型的昆蟲旅館。⽽在
蛤塘亦有⼀座⼤型的。現時都有
「住客」正在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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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創作⼈ 李彥錚)

作品由幾條前往梅⼦林的路上所拾到的
枯枝組成。作者以上⼭的路成為了回家
的路，想像⾃⼰像樹⼀樣豎⽴在這，⼀
直欣賞著這⽚美景。⼀同回到⼭上，感
受我們也是⼤⾃然的⼀部份。

古井

1954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協助當
地居⺠興建古井以作灌溉及⽇常飲⽤
⻝⽔。河溪⽔源造就了⽣物多樣性，
例如附近有野豬和⻝蟹濛出沒。

蝴蝶園 (「樹⽊⾕」創辦⼈ 劉⽂忠)

美蝶園的設⽴是為了增強梅⼦林及蛤塘
的⽣物多樣性。美蝶園分別分為⽣態
園，美樂園和西蝶園。  園內種植不同的
植物以吸引當地蝴蝶在蝴蝶區聚集及繁
衍，達到世代繁衍的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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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塘村由范姓客家⼈建⽴，⾄今有三百多年歷史。毗鄰梅⼦林村，兩村
與附近的荔枝窩、三椏等村落，同屬「慶春約」—— 沙頭⻆⼗約中之第
九約。  蛤塘村坐落於兩條⼩溪中間，據村⺠的⼝述歷史流傳，從前村
內有類似蛤蟆出沒，因此取其名為蛤塘，意指蛙類出沒之⼭塘。 

蛤塘村展⽰了於華南常⾒的⾵⽔村落佈局，背靠吊燈籠及⾵⽔林，兩側
有⼭丘環抱，且有河湊流經村落。村落空間佈局的精⼼設計展⽰了客家
⺠族在選址移居的傳統智慧，以及他們能夠適應當地特定地理、地形和
氣候條件的能⼒。

六⼗年代是蛤塘村的全盛時期，有15戶⼈家，村⺠過百，主要以種植⽔
稻為糧，並廣植年桔出售。後來村⺠紛紛移居英國等地，七⼗年代中期
村內已空無⼀⼈。村內建有范⽒宗祠，但舊有村屋多已坍塌。⾄2019

年，蛤塘重獲供電服務，遊⼈也愈來愈多。

蛤塘概述

釀酒爐灶 

爐灶是村落舊時釀酒的遺跡。蛤塘村位
於偏僻的鄉郊，當時不少村落都會⾃製
⽶酒。釀成的酒除了⾃⽤，村⺠也會賣
給其他村⺠或賣出其他村落獲取收益。

楊桃樹 

楊桃樹屬常綠喬⽊，可⾼達8⽶，葉⼦
呈⽻⽑狀，葉柄及枝上披有絨⽑，其果
實可以作⽔果或料理的⻝材。楊桃樹由
從前的村⺠種植，⾄今已有幾⼗年歷
史，仍每年開花結果，滋養後⼈。

主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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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偉的榕樹坐落於蛤塘村村前。榕樹屬
常綠⼤喬⽊，樹冠廣闊，⾼達25⽶。⾰
質葉⾯，呈橢圓形⾄倒卵形。榕樹葉⾯
呈深綠⾊、具光澤。⾼⼤的榕樹成為遊
⼈和⾏⼭客遮陰乘涼的好地⽅。

榕樹

銀葉樹 

銀葉樹是紅樹林中最⾼⼤的⼀種。本
來應坐落於海邊的銀葉樹竟在⼭中的
蛤塘村找到，實屬罕⾒。這棵銀葉樹
得以保存⾄今，全賴得到村⺠保護。

發記⼠多 

位於蛤塘村的發記⼠多，是由兩位村⺠
發哥和發嫂⼀⼿⼀腳建⽴。他們的好客
之道吸引了附近的村⺠和⾏⼭客在此歇
腳。

范⽒宗祠 

蛤塘村姓范，這裏的祠堂故稱范⽒宗
祠。范⽒宗祠由祠⾨、享堂構成的祠
堂，中間有⼀天井。⾄今村⺠仍會每
年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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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樓房 
村內的有少數樓房使⽤⻘磚及泥磚所建成，⼤部
分已超過60⾄70年歷史。建築形式與梅⼦林村
相似，樓房相連沿地勢⽽建。⽽村內多座兩層樓
⾼的樓房則多是1960年代建造。村⺠⼤多已經
在1970年代搬遷，現時只有發哥⼀家⼈在村內
活動。

果園
果園位於蛤塘村內左右兩則，是蛤塘
村的後花園。果園產物豐富，當中包
括檸檬、⿓眼、枇杷和年桔等，產量
豐富亦會⽤作⻝材。

蛤塘河溪 

蛤塘村兩旁各有⼀條⼩溪，均源⾃吊燈
籠⼭，其中⼀條⽔流⻑年不歇，為農村
提供飲⽤⽔及灌溉農⽥，是偏遠鄉郊的
重要資源。溪澗也是其他⽣物重要的棲
息地，包括⼤綠蛙、⿊眶蟾蜍、南海溪
蟹及絨⽑蟹等。

⾵⽔林 

蛤塘⾵⽔林背靠東北名⼭吊燈籠，樹林茂密，
是村⺠代代保護下來得重要資源。⾵⽔林不但
可抵禦強⾵侵襲，減少⽔⼟流失，降低⼭泥傾
瀉的⾵險保護村莊安全；更可為村落製造微氣
候及為村⺠提供⻝物。在蛤塘⾵⽔林⾼聳樹叢
中，有⼀棵⾼⼤的楓⾹樹，樹葉在深秋變紅，
遠處眺望，有如萬綠叢中⼀點紅。 24



荔枝窩村早在300多年前已建成。村內超過200間房⼦以三縱九橫
形式以及⾵⽔格局排列，四周更有樸實的⾵⽔圍牆保護。

這裡曾有過千位村⺠居住，其後村⺠⾃1960年代起陸續遷離。荔
枝窩村成為⾹港聯合國教科⽂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的⼀部分後，猶如
重獲新⽣，現在更是遠⾜和⽣態遊的熱⾨勝地。

農夫們紛紛回來復耕，有些⽼房⼦則被改造成商店和訪客中⼼。在
週末或公眾假期，鄉村⼩店和數個臨時⼩攤⼦更會提供各種客家
菜，例如鹹雞、紅燒豬⾁、蘿蔔絲煎蛋、餃⼦和雞粥等。

荔枝窩概述

主要景點 
⾵⽔林 

超過100種植物，包括⻘藤公和⾦葉樹
等本港罕⾒品種，也有⾼達20⽶的秋楓
樹和樟樹，具⾼度⽣態和⾃然保育價
值。 荔枝窩特別地區劃定於2005年3⽉
15⽇，佔地1公頃，是⾹港的第五個特
別地區。

通⼼樹 

為秋楓樹，屬⼤戟科，⾼逾21⽶。
樹齡過百，樹幹中央已被蟲蛀成空
⼼，並布滿⼤⼩通⼼洞超過⼗個。
雖然只剩下樹⽪，但通⼼樹仍⽣機勃
勃，枝葉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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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樟 

⾼約25⽶，直徑約3⽶，估計樹齡過百。
五指樟確曾有五枝如⼿指般的樹幹；據村
⺠所說，⽇軍佔港期間，把荔枝窩作為據
點，並⼤舉伐林，以防有游擊隊匿藏；當
砍伐五指樟時，村⺠群起誓死保護，故五
指樟得以保存下來。 

樟樹極有經濟價值；它堅硬的樹幹、美麗
的紋理、芳⾹的氣味，適宜製造傢俬(例
如樟⽊籠）及船隻。⽽樟樹的根、果、
枝、葉、均可⼊藥，不但能怯⾵散寒，還
能強⼼。樹⾝及樹葉均富含樟腦油脂，可
以提煉樟腦，製成驅蟲物品。

⽩花⿂藤 

如巨蟒般蛔蜷林中，也有些如鞦韆般
懸掛半空，更有些盤繞地上，錯綜複
雜，難以找到源頭。
⼀般⿂藤的樹汁含「⿂藤酮」的毒
素，漁⺠把樹汁混⽔，然後放在有⿂
群出沒的洞窟，便可以把⿂⿇醉，使
它們浮於⽔⾯，易於網捕，但由於樹
汁毒素同時會殺害附近的海洋⽣物如
⿂苗及珊瑚等，禍害深遠，故⽤⿂藤
汁毒⿂已被⽴例禁⽌。 

「⿂藤酮」也有其環保⽤處，它是天
然的驅蟲劑，⽐化學殺蟲劑安全，常
應⽤於農作物及果樹。如此粗壯的⽩
花⿂藤全港獨有，⽣態價值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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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葉古樹 

荔枝窩海邊有⼀⽚⾹港最古⽼、⾯積最
⼤的銀葉樹林，整個荔枝窩估計有數百
棵銀葉樹。銀葉樹是紅樹林的⼀種，屬
梧桐科，在⾹港是罕有的，⽽數⼗棵⾼
逾⼗⽶的銀葉樹聚在⼀起，更是其他地
區絕無僅有的。這些銀葉樹得以保存⾄
今，全賴其有阻擋⾵浪的實⽤價值及得
到村⺠保護。

鶴⼭寺與協天宮

荔枝窩村前廣場有三座建築物，分
別是鶴⼭寺、協天宮和⼩瀛⼩學。
鶴⼭寺供奉觀⾳，協天宮則奉祀關
帝，兩廟創建於清康熙年間，有三
百多年歷史。相傳，興建鶴⼭寺與
協天宮的同時，也建有天后廟，並
列⼀排。⼀天，⼀場狂⾵暴⾬將整
間天后廟吹塌，⽊製的天后娘娘像
掉進海裡，飄浮到吉澳，被當地居
⺠拾起並建廟供奉。

祠堂
荔枝窩有兩間祠堂，分別是曾⽒祠堂及⿈
⽒祠堂。新界的客家圍村，不論富庶或清
貧，每⼀姓⽒家族均建有紀念列代祖宗的
祠堂，逢初⼀、⼗五，宗族後⼈必上⾹拜
祀，逢喜慶⼤事亦必先到祠堂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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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故事館 

沙頭⻆慶春約七村與⾹港地質公園的合作成果。設於荔枝窩⼩瀛
學校擴建校舍的舊址，該校於1920年代成⽴，在數⼗年間為七村
⼦弟提供基礎教育，是村⺠的重要集體回憶之⼀。 

展覽內容主要來⾃村⺠提供的⼝述歷史資料和他們慷慨捐贈的⽂
物，透過慶春約及七村簡史、⼩瀛學校、太平清醮、農耕與貿易
等四⼤主題，向遊客全⾯介紹其歷史⽂化和多元的⽣活環境，讓
當年的鄉村⾯貌重現眼前。

荔枝窩故事館

以慶春約七村村⺠的⼝述歷史及慷慨捐贈的⽂物為基礎，通過
慶春約⽣活⽂化、傳統醫術及草藥、傳統婚嫁和客家歌唱等四
個主題，帶領遊客體會慶春約的傳統客家⽂化，以及昔⽇村⺠
簡樸多采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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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港新界北區，與內地深圳市鹽⽥區接壤。於1951年被列
為邊境禁區。⾹港的沙頭⻆部份，包括以下地⽅：沙頭⻆村、⼭
咀村、擔⽔坑村等

沙頭⻆居⺠以海邊柵屋為居，及後房協的沙頭⻆邨落成，許多居
⺠選擇上岸，搬進公共房屋中。

2022年6⽉，原屬禁區的沙頭⻆碼頭⾸階段開放，其後於2024

年1⽉起實施第⼆階段開放，每天都有⾜夠的旅遊禁區許可證名
額，讓遊客可以申請前往探索⼀番。

沙頭角概述

主要景點 
沙頭⻆碼頭

全⻑280⽶，是全港最⻑的碼頭。
由於沙頭⻆海濱⼀帶⽔淺，船隻很
難停泊在那裡。因此，需要延伸碼
頭⾄深⽔位置，以便供船隻停靠。
沙頭⻆碼頭提供前往鴨洲、吉澳、
荔枝窩的街渡服務。

沙頭⻆邨迎海樓

「迎海樓」是⼀個與傳統公屋設計
截然不同的項⽬。儘管只有5層⾼，
但它採⽤了歐陸式的建築⾵格，外
觀⾊彩繽紛且引⼈注⽬。該項⽬座
落於沙頭⻆海邊，⼀瞥之間彷彿置
⾝於海濱的歐洲⼩鎮。

圖⽚來源：⾹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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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街市

主要為熟⻝市場和販賣海味的攤販。

熟⻝市場除了提供平時常⾒的粉麵飯外，還
有不少客家美⻝，例如: 鹹雞、炆豬⾁缽、
⾹煎蠔餅麵等，享受啖啖⼈情味。

街市內更有⼀條「海味街」，販賣⼀些由沙
頭⻆居⺠⾃家製的海味乾貨。

新樓街

因完整保留了糅合中西建築⾵格的廣
州式騎樓群建築，⽽被列⼊⼆級歷史
建築。

20世紀初，這些騎樓地下為商店，2

樓多為出租住宅，⽽閣樓則是業主⾃
住。直⾄1950年代，由於新樓街臨近
碼頭，⽅便貿易，因此逐漸發展成新
墟市，糧油店、鐘錶⾏、⾦⾏等店舖
進駐，商貿⾮常繁榮。

舊式T型路牌

20世紀初期的產物，在1960年代後已
不再採⽤，現時全港剩下不⾜80個，多
半鑲嵌在舊式唐樓外牆。

⽽沙頭⻆保留了其中4個路牌，分別是
「新樓街」2個、「⾞坪街」、「鹽寮吓」
和「蓮蔴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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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概述
地理
覆蓋範圍約198平⽅公⾥，棣屬於新界北區及⼤埔區。 

保留著原來的海岸線和原始林⽊，是西貢以外，被譽為⾹港
尚未失去原始美的第2⼤後花園。 

政府在區內設⽴4個郊野公園、3個特別地區和3個海岸公園
(詳⾒下表）。4個郊野公園的總⾯積為8,879公頃，佔全港
所有郊野公園⾯積(44,842公頃）的五分之⼀。

地貌
⼭多平地少，較⼤的平地位於⿅頸、⾕埔、荔枝窩及三椏
村，其餘四周都以⼭坡為主。 

區內⼤⼩島嶼星羅棋布，圍拱成⾵平浪靜的印洲塘和吉澳
海。蜿蜒曲折的海岸有優美寧靜的海灣、岬⻆、泥灘、沙灘
及⽯灘等。
⼤⼩島嶼總數超逾3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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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最古⽼的岩⽯（沉積岩）約於4億年前（泥盆紀）在新界
東北地區形成。 

當時此地區處於淺⽔浸沒的三⻆洲狀態，⼤量⼭上的岩⽯受⾵
化侵蝕⽽剝落，河流把沖刷下來的岩⽯碎屑夾雜動植物遺體帶
到河⼝沉積。 

沉積岩層原本是處於⽔平⾯的，後來因劇烈的地殼運動，岩層
變得傾斜甚⾄垂直。
本地最古⽼的岩⽯可於⾚⾨海峽北岸、由東端⿈⽵⻆咀⾄⽩沙
頭洲的薄層礫岩帶⾒到。
熾熱的岩漿冷卻凝固後形成⽕成岩。岩漿來⾃地球深處，鄰近
活躍的板塊邊緣或熱點，並向地球表⾯上升。⽕成岩根據岩漿
在不同地點凝固⽽劃分為兩⼤類：侵⼊岩及⽕⼭岩。
東北的⽕成岩主要由⼀億六千五百萬⾄⼀億六千萬年前期間所
發⽣的⽕⼭爆發所形成。
這裡可找到⾹港主要的三⼤類岩⽯，其中包括⾹港最古⽼及最
年⻘的沉積岩。這區是⾹港沉積岩最多的地⽅，餘下部分，特
別是較⾼處，則被⽕⼭岩覆蓋。

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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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岩
礫岩：新娘潭、烏蛟騰、⿅頸、⾚洲東⾯ 

⻆礫岩：⾺屎洲、⼤埔滘附近的蕉坑
砂岩：鳳凰笏、荔枝窩的涌灣
粉砂岩：鳳凰笏、荔枝窩、東平洲
泥岩：⾺屎洲、樟樹灘

這裡可找到⾹港主要的三⼤類岩⽯，其中包括⾹港最古⽼及最年⻘的
沉積岩。這區是⾹港沉積岩最多的地⽅，餘下部分，特別是較⾼處，
則被⽕⼭岩覆蓋。

⽕⼭岩（凝灰岩）
吉澳、娥眉洲、塔⾨、⾚洲西⾯、
往灣洲北⾯、⼋仙嶺南⾯、 吊燈籠
北⾯⼭嶺

侵⼊岩 (花崗岩) 
⼤埔三⾨仔、洋洲

岩石種類分布

圖⽚來源：綠洲Oasistrek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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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洲塘
印洲塘被東北半島、往灣洲、娥眉洲和吉澳所環抱，四季強⾵
不侵，波平如鏡，倒影著翠綠⼭巒，景⾊如詩如畫，因此有
「上有蘇杭，下有印塘」之美譽。 

印洲塘⽔質清澈，⼩島星羅棋布，海岸線蜿蜒曲折，婀娜多
姿，遊⼈並稱之為「⾹港⼩桂林」

印洲塘海岸公園
成⽴於  1996 年  7 ⽉  5 ⽇，是⾹港⾸批海岸公園之⼀，⽔域總⾯
積約  680 公頃。⾹港共有  7 個海岸公園，分別是印洲塘海岸公
園、沙洲及⿓⿎洲海岸公園、海下灣海岸公園、⼤⼩磨⼑海岸公
園、⼤嶼⼭西南海岸公園、南⼤嶼海岸公園及東平洲海岸公園。
印洲塘海岸公園由兩部份所組成，第⼀部份位於印洲塘，南⾯以
紅⽯⾨為界，北⾯以往灣洲沙岩頭連接西流崗為界。第⼆部份位
於荔枝窩對開⽔域，其界線由涌灣咀連接九蘆頭。 

印洲塘海岸公園不但擁有各種奇特的地貌，更保留了原始的⾃然
⽣境，包括⽣⻑茂盛的紅樹林，⾹港稀有的海草床，⽣機勃勃的
泥灘⽣態，以及頗具規模的珊瑚群落。

圖⽚來源：漁農⾃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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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 筆架 

御筆 墨硯 

羅傘

印洲塘六寶

⼀個外形有趣、形似印台的⼩島 ( 印
洲），中間有裂隙

⿈幌⼭下有形似「筆架」的⼩島

⿈幌⼭下西南端之處，潮退時會露出貌
似⽑筆的沙咀

筆架洲左邊有⼀⽚嶙峋⽯排，像⼀台墨
硯

121 ⽶⾼的吉澳⿈幌⼭呈寬錐形，遠看
像⼀把傘⼦，特別是在⿈昏斜陽照耀下

紙

印洲塘海⾯波平如鏡，有如平滑的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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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項目經理

職員/
活躍義⼯

Ryan
高級項目主任

Katie
助理總監

Daisy
高級項目主任

Sze
助理項目經理

Charles
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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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義⼯

松木 Shirley
第1屆鄉郊大使

Winnie

Rebecca CS Richard

(部分)

第1屆鄉郊大使第2屆鄉郊大使

第2屆鄉郊大使 第2屆鄉郊大使

第2屆鄉郊大使

Steven
營地主任

Raymond
助理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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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村落
����活動回顧

「森林村
落」導賞團
梅子林及蛤塘
生態文化之旅

「森林村
落」導賞團
梅子林及蛤塘
生態文化之旅

森活節森活節

森林村落
公民科學營
森林村落
公民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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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村落
����活動回顧

各類講座各類講座

主題展覽主題展覽

各類工作坊各類工作坊



森林村落
營地簡介

營地設有⽊地台，村落提供廁所、熱⽔淋浴間、共享雪櫃、鋅
盤、儲物櫃、電⾵筒、燒烤爐及回收設施。營地免費提供飲⽤
冷熱⽔，天然洗髮露、天然淋浴露、天然洗碗液，並有各種樽
裝/罐裝飲品出售。

「森林村落營地」座落於⾵景優美的新界東北梅⼦林村⼭⾕之
中，是⾹港⾸個結合⽣態保育、鄉村活化和⼭林體驗的營地。
團隊希望透過悉⼼設計的露營設施，讓⼤家以無痕⼭林的⽅
式，深度探索森林村落的各式⾯貌。

40



41

森林村落
營地精選活動

康
樂
攀
樹

康
樂
攀
樹

森林瑜珈森林瑜珈
營火晚會&放映會營火晚會&放映會



生態旅遊發展原則
保護⼤⾃然資源為⽬的；
有利環境持續發展的旅遊⽅式；
著重體驗和認識⼤⾃然；
設法減少旅遊影響以及消耗資源；
認識旅遊地點的⾵⼟⽂化為主；
「⼭野無痕」

地質旅遊守則
尊重當地的村⺠、⽂化及歷史；
不破壞或取⾛村⺠財物；
不破壞⾃然景物或帶⾛屬於⼤⾃然的物品，包括任何⼤
⼩⽯塊，化⽯、礦物及泥沙，也不可拷打、開鑿或以任
何⽅式破壞岩⽯；
保護岩⽯外貌，不塗鴉任何⽯頭；破壞或塗污岩⽯乃違
法⾏為，可被檢控；
避免翻起海岸及濕地的⽯頭，這會影響棲息在⽯逢裡的
⽣物，如有需要，可利⽤圖鑑作講解；
不在野外吸煙及留下⽕種；
不要靠近野⽣動物及餵飼牠們；
避免嚇⾛⼤⾃然各種⽣物；
不傷害野⽣動植物及其⽣⻑環境；
不污染河溪及海⽔；
不隨地拋棄廢物，把不屬於⼤⾃然的廢物帶⾛；
尊重其他遊⼈；
盡量降低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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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擁有或損害受法例保護的動植物 ;

在⾮指定地⽅⽣⽕ ;

隨意拋棄廢物或污染環境 ;

隨意拋棄燃燒的煙蒂或⽕柴及其他物品 ;

破壞公共設施如路標、檯椅等 ;

污染⽔源、⽔塘、引⽔道、溪流等 ;

隨地吐痰或⾏為不檢 ;

聲浪擾⼈或開收⾳機、錄⾳機等，其⾳量滋擾他⼈寧
靜 ;

未經准許駕駛⾞輛、電單⾞或踏單⾞ ;

帶未經受約束及檢疫的狗隻 ;

在指定營地範圍外露營 ;

使⽤帶有動⼒的玩具，如搖控⾶機或⾞輛

郊野公園條例
本地質旅遊路線所經過的地區⼤部分屬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範圍，故領隊必須提醒所有旅遊者必須遵從以下則例，如有違
反下列⼀項者，可依例罰款或判處⼊獄 :

43



海岸公園護理員每天從海上及陸上沿岸巡邏各海岸保護區。海岸
公園護理員其中⼀項重要的⼯作是監察海岸公園內的⼀切活動以
確保區內所有活動沒有違反海岸公園條例 ( ⾹港法例第 476 章 )

及海岸公園保護區規例 ( ⾹港法例第476A章)，以下是海岸公園
及海岸保護區禁⽌進⾏的活動 :

海岸公園條例

未經許可捕⿂、釣⿂、狩獵、收集或擁有野⽣動植物或其部分 ;

⼲擾拖網、⿂槍、炸藥或可⽤作捕⿂的化學劑或電極裝置 ;

滑⽔、⾼速滑⽔或駕駛⽔上電單⾞ ;

以超越 10 海⾥速度駕駛船艇
破壞沿岸任何海灘、泥灘、懸崖或海床海岸 ;

毀壞政府告⽰板、標記等裝置 ;

阻塞⽔道、污染海⽔或拋棄垃圾 ;

未經許可進⾏任何商業活動、團體活動、繫泊及碇泊 ;

海產養殖 ;

此外，海岸保護區內禁⽌游泳、潛⽔及任何船艇活動。

違例者可被定罪，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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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引
參加者須尊重領隊 / 導賞員的專業知識及經驗，依從其決定和指
⽰；
參加者不要離隊單獨進⾏活動；如需中途離隊要知會領隊及作出
合適的安排，免⽣意外；
出發觀賞海岸岩⽯或地貌前，須查考潮⽔漲退時間，以策安全；
留意四周環境變化及潛在危險，如急流、懸崖、陡坡等；
避免⾏⾛在濕滑⽯⾯，泥路或滿佈沙粒的陡坡劣地上；
避免站⽴於崖邊或攀爬⽯頭；
⾬後及潮退後格外⼩⼼岩⽯濕滑，勿⾛近岸邊或濕滑的地⽅；
切勿採摘野⽣果實進⻝或飲⽤⼭⽔；
切勿在⾮指定地點⽣⽕或煮⻝，此舉極易引起⼭⽕及危害安全；
穿著有護踝及鞋底有凹凸紋的遠⾜鞋；如在沿岸賞⽯時則應穿著
防滑及保護性強的鞋；
穿著適合野外活動的便服，避免穿著⽜仔褲。
攜帶⾏⼭⼿杖，於有需要時使⽤；
請勿阻塞路徑，影響其他遊⼈；
領隊 / 導賞員需不時觀察參加者⾝體有沒有出現變化及照顧墮後
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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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沙頭角交通

A. 上⽔(⼩巴)

(建議)
出⼊沙頭⻆⼀律需要禁區紙，禁區紙的申請教學
請查閱確認電郵之附件

55K專線⼩巴
來往上⽔站公共⼩巴總站 - 沙頭⻆巴⼠
總站
建議上⾞地點:
上⽔站公共⼩巴總站($10.8)
聯和墟(和滿街公共⼩巴總站)($7.6)

建議上⾞時間(距離上船時間):
上⽔站公共⼩巴總站: 1⼩時前
聯和墟: 40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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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粉嶺(巴⼠)

78K九巴
來往上⽔轉⾞站 - 沙頭⻆巴⼠總站
建議上⾞地點:
粉嶺站轉⾞站−粉嶺站(C1⽉台) ($8.3)

建議上⾞時間(距離上船時間):
粉嶺站轉⾞站−粉嶺站: 1⼩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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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荔枝窩交通
A. ⾺料⽔街渡

由東鐵綫⼤學站出發，步⾏10-15分鐘
      ⾄⾺料⽔三號梯台
請於約8:30am到達排隊購票
使⽤樂悠咭/⻑者⼋達通享有$2搭乘優惠

逢星期六/⽇及公眾假期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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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坑⽔上巴⼠ 

由屯⾺綫⼤⽔坑站出發，步⾏10分鐘⾄   
沙⽥77區梯台
請於約8:45am到達排隊購票
使⽤樂悠咭/⻑者⼋達通享有$2搭乘優惠

 (只限⼆、四 (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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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沙頭⻆街渡

由沙頭⻆巴⼠/⼩巴站前往沙頭⻆碼頭需時約10分鐘
請於開船前10分鐘到達購票
使⽤樂悠卡/⻑者⼋達通享有$2搭乘優惠

(逢星期⼆休息(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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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沙頭⻆快艇 

船家: 明哥
聯絡電話: 6176 5958
費⽤: $300 單程 (沙頭⻆ <-> 荔枝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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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資訊
由烏蛟騰出發
路線A｜烏蛟騰  >亞媽笏>分⽔凹>梅⼦林
（約1.5⼩時）
路線B｜烏蛟騰>九擔租  >三椏村>梅⼦林
（約2.5⼩時）
路線C｜烏蛟騰>九擔租  >下苗⽥>梅⼦林
（約2.5⼩時）

由⼤埔墟站前往烏蛟騰的交通｜
⼩巴20R (60分鐘⼀班)
巴⼠275R (15-20分鐘⼀班，只限星期⽇
及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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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商店資料

的記⼠多1.

荔枝窩

客家菜、中式料理
電話: 9291 3363

2. 明記茶座

客家菜、中式料理
電話:6490 6917

53



3. ⼆伯⼠多

客家菜、甜品、飲料
電話: 5483 8821

4. Foo's Cafe

咖啡、糕點，⾃家制茶包和醬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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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荔林咖啡

咖啡、糕點、飲料、⾃家制薑⿈粉
電話: 9730 3775

6. ⾃然空間在荔枝窩

花花雪糕、⾃家制調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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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仔⼩賣部 

客家茶粿、⽔果冰(夏季限定)、中式甜點

8. 英記茶室

客家茶粿、中式糖⽔、客家英式fusion菜

(英仔姐)

(群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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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村⾥故事：鄉郊保育及創新互動平台」（ruralcommon.hk）
此地圖由「村⾥故事」項⽬的「荔枝窩村⾥地圖x康樂棋！」共創成員共同製作 57



1. 發記⼠多

麵包、中式料理、飲料
電話: 6503 8272

蛤塘
食肆/商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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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事項 協會office: 2116 0641
Raymond: 5946 1898

⽜屋及營地事項 Steven: 5263 3855

交通(往返沙頭
⻆)

船家明哥: 6176 5958

常用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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