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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玉君報道 : 本港最長亦是
首條長途遠足徑、共100公里長的麥理浩徑 (下稱：
麥徑)，即將進入40歲生日，現今的麥徑已成熱門山
賽地點，能在最短時間內走完，成為不少人踏上麥
徑的主因。但這條山徑最初設立時，是希望遊人細
賞周邊風景。因此，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慶

祝麥徑成立40周年的重點活
動 「麥徑通走2019」 ，走畢時
間以3個月為時限，期望遊人
享受遠足的樂趣，欣賞香港美
麗的自然景致。活動推出首個
星期，已有超過4500人登記
帳戶參與，其中以麥徑第一段
最多參加者完成。首星期逾4500人登記參與

位於新界的麥徑共分十段，長度由 5 至 16 公里不
等，大部分約長10公里，連貫了8個郊野公園，包括
西貢東、西貢西、馬鞍山、獅子山、金山、城門、大
帽山及大欖郊野公園。它從北潭涌開始，繞過西貢半
島，轉向西面，到達九龍群山，再從城門開始往北走
到達大帽山，然後往西走，以屯門為終點。除了部分
的段落是水泥平路外，大部分的麥理浩徑都是依山勢
而建，只有小部分費力難行，其餘大多都是易行。

麥徑於1979年10月26日由時任港督麥理浩揭幕。
這條遠足徑的誕生，前漁護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去年12
月出席在城市大學舉行 「夢想山徑——麥理浩徑的集
體回憶」講座及接受傳媒訪問時，都指是漁護署內部
的想法，因《郊野公園條例》在 1976 年生效後，到
1979年中下旬，就劃定了21個郊野公園的範圍，他說
不少同事想做一些事以紀念郊野公園的劃定，並多謝
港督麥理浩對郊野公園的支持，於是就出現了麥理浩
徑。而麥徑並非新路，大家將那時的村路及馬路接駁
在一起，主要工作是為山徑除雜草，修葺好，並開闢
郊遊地點，設立地圖路標及指示牌。

79年啟用首辦大型遠足活動
大家在行走麥徑時，應會看到其標誌不斷出現，如

在標距柱、路標等。這個標誌的設計者，是已故香港
雕塑家唐景森。王福義在講座中說，雖然麥徑以麥理
浩名字命名，但最終沒有用上他的形象，因為大家覺
得用中國人好些，那是一個年輕人，走到高處時，正
在休息，看遠方的路途。

由西貢起點至屯門終點，整條麥徑設有200個標距
柱，序號由M001順次增至M200，標距柱之間相距約
500米。這種設施有助行山人士知悉所處位置，當發
生緊急事故，可報上位置有助救援。而標距柱亦成為
「麥徑通走2019」參加者的登記點位置。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 「麥徑通走」是麥理浩徑於

1979 年啟用後首個舉辦的大型公眾遠足活
動。遠足人士由9月1日至11月30日期間，
可根據自己的體能、經驗及喜好編

排合適行程，體驗麥理浩徑
十段各自的特色。參加者只
須在每段用作登記的標距柱
以手提電話完成簡單步驟，便
可記錄完成的路段。遠足人士
在活動期間完成指定路段數
目，即可獲得紀念品。由 9 月 1
日活動開始至 9 月 8 日，約 4500
人已登記帳戶參加活動，當中
642 人以團體登記。目前最多參加者
完成的路段是麥理浩徑第一段。

記者親體驗走第六及第十段
在這4000多人中，包括了本刊的參與，採訪記者分

別於9月5日及7日，行走麥徑第十段及第六段，發覺
在用作登記的標距柱旁，已豎立了麥徑人形標誌紙
板，內有二維碼，即場啟動手提電話的位置資訊功
能 (GPS)，並掃描二維碼以連結至活動網站 (nature-
intouch.gov.hk/MT40_completeWalk)作登記，這些用
作登記的標距柱每段有兩個，只須在其中一個登記便
可。漁護署建議有意參加者在進行活動前，預先登記
帳戶及查看路徑上登記點位置。

講述當年日軍侵略暴行
當日，在屯門大會堂舉行紀念大會，來自天水圍香

島中學、元朗朗屏惠州學校及各團體等人士坐滿整
個演奏廳。大會奏國歌後，受邀請的多個合唱團演唱
《東江縱隊之歌》、《保衛黃河》及《五月的鮮花》
等多首抗戰時期歌曲。大會播放《與歲月對話》錄像
時，銀幕上老戰士鄭康明、羅競輝及劉蘇等憶述香港
淪陷的 「三年零八個月」，日軍的殘暴，軍民以大無
畏氣概抗擊日軍的英勇事。大會特邀老戰士之一、
92歲高齡的徐墀向記者講述當年參軍抗日，理由很簡
單，就是耳聞目睹日軍侵略暴行。

他憶述，1941 年12月中旬，日本軍機轟炸港島鯉
魚門的英國軍艦、商船，彈片橫飛傷及岸上市民，許
多市民躲進防空洞避難，但他早晚仍為屋企人做飯，
然後送給躲在防空洞的屋企人，有一晚，他在筲箕灣

東大街的家徹夜聽到愛秩序灣傳來日軍橡皮艇馬達
聲，翌日，在橫街窄巷看到登島的日本兵崗哨，有市
民路過崗哨時忘了給日本兵鞠躬便會遭到日本兵以槍
托打。香港淪陷後，日軍強迫市民使用軍用手票(軍
票)，卻要4元港幣兌換1元軍票，強奪市民財產。

港淪陷現饑荒每日配米
他稱，香港淪陷後出現饑荒，市民一天只配給6.4

両大米，約兩小碗飯的分量，他全家六口人只能煲粥
餬口，當年的生活十分艱難，又耳聞目睹日軍侵略暴
行，加上戰前他上學時已聽到音樂教員唱《松花江
上》、《義勇軍進行曲》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
國歌曲，已有參軍保家衛國思想，故此，1943年4
月，他在鄰居吳叔介紹下加入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
隊，由於當年只有15歲，所以分配做情報交通員，除
了送情報外，同時傳送《地下火》、《前進》兩份報

紙。徐墀說，當年他自掏 「荷包」用做手工的錢買了
輛舊單車，來往北角、銅鑼灣、中環派傳單。平日他
到鯉魚門炮台下碼頭觀察和統計日本軍艦上落兵源數
目，交給吳叔轉送游擊隊。

麥理浩徑路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第七段

第八段

第九段

第十段

註：*易行之山徑 **難行之山徑 ***極費力難行之山徑

路線

北潭涌至浪茄

浪茄至北潭凹

北潭凹至企嶺下

企嶺下至大老山

大老山至大埔公路

大埔公路至城門

城門至鉛礦坳

鉛礦坳至荃錦公路

荃錦公路至田夫仔

田夫仔至屯門

長度(公里)

10.6

13.5

10.2

12.7

10.6

4.6

6.2

9.7

6.3

15.6

時數(小時)

3.0

5.0

4.0

5.0

3.0

1.5

2.5

4.0

2.5

5.0

難度

*

**

***

***

**

*

**

**

*

*

風光景致

萬宜水庫東壩和西壩

大浪灣

岩頭山、畫眉山、雷
打石山和雞公山

馬鞍山群山

九龍山脈群如獅子
山、筆架山

九龍水塘、戰時遺蹟

城門水塘

大帽山

大欖郊野公園

大欖涌水塘

登記點標距
柱號碼

M010 / M019

M034／M043

第三段北潭凹
入口／M055

M071／M082

M097／M110

M117／M120

M125／M137

M144／M152

M158／M162

M174／M196

麥徑第六段M117標距柱旁豎立了人形標誌紙板，參與麥徑通走人士可掃描二維碼進入網
站登記。 記者 鄭玉君攝

蜿蜒的九龍水塘水壩蜿蜒的九龍水塘水壩，，成麥徑第六段成麥徑第六段
的獨特風景線的獨特風景線。。

麥徑路標上的標誌麥徑路標上的標誌，，構構
圖是一個年輕人走到高處圖是一個年輕人走到高處
看遠方的路途看遠方的路途。。 麥徑第十段麥徑第十段，，可遠眺屯門市樓群及香港三尖之一的青山可遠眺屯門市樓群及香港三尖之一的青山。。

麥徑麥徑麥徑麥徑40404040歲生辰歲生辰歲生辰歲生辰 遊人通走賀壽遊人通走賀壽遊人通走賀壽遊人通走賀壽

麥理浩徑路段麥理浩徑路段
簡介及麥徑通走簡介及麥徑通走
活動登記點活動登記點

抗日老戰士抗日老戰士
「「與歲月對話與歲月對話」」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駿報道：
「牢記歷史、珍愛和平、勿忘國

恥、圓夢中華」 ，9月 3日，新社
聯、民政事務總署合辦慶祝國慶70
周年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4周
年紀念大會。大會播放有數位老戰
士訪談的錄像《與歲月對話》。老
戰士以親身經歷講述香港淪陷的
「三年零八個月」 ，日軍的殘暴，

以及軍民大無畏氣概抗擊日軍的英
勇事，部分老戰士親臨大會。當
日，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
貽、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屯門
民政事務處專員馮雅慧、屯門區議
會主席梁健文、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
會會長林珍及天水圍香島中學等各
界人士逾千人出席活動。

抗戰勝利紀念大會上，老戰士與各
界人士合影留念。 新社聯提供圖片

天水圍香島中學同學向特邀參加大會的老戰士蔡培
（左二）、林珍(左三)、徐墀(右二)獻花。記者 周駿攝

麥徑標距柱序號由麥徑標距柱序號由MM001001順次增至順次增至MM200200，，
看到看到MM200200就知道是第十段的屯門終點就知道是第十段的屯門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