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香港與內地大學團隊為四川災後重建出力 

建成首間環保樣板農房   讓受惠貧苦困難戶春節前入住 

2009 年 1 月 19 日(香港) -----由多間香港與內地合作組成的無止橋大學團隊，過去三個月發動了村

內 25 名村民，在彼此的共同努力下，於四川受 512 地震災害的涼山州會理縣重建首間環保、低造價、

抗震力強的樣板農房，村內的困難戶更可在春節前開始入住。 

 

  此示範項目乃國家住房及城鄉建設部首次與香港民間慈善團體合作進行的災後重建項目，並由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及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的無止橋師生團隊在基金的資助下合作進

行。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吳恩融教授指出: 「是次建造的農房有別於一般常規高耗能高污染的磚

石混凝土平房，而是針對當地傳統人畜混居夯土四合院農房進行結構及通風上的改善，就地取材，

利用高科技低技術的方針建設的環保農房。」無止橋慈善基金項目部主任穆鈞介紹: 「此舉不單可

以充份循環再用當地震後的建築廢料，更可提升當地的傳統技術，而佈局亦按照村民農作及生活習

慣和文化背景為依歸，秉承無止橋的可持續環保建築理念。」 

 

  為協助當地村民自力更新，本著助人自助的精神重建家園，專家隊伍在當地發動並指導了共 25

名村民合力興建，同時借著現身說法的方式向村民介紹重建農宅的有效方法。現時當地絕大部份的

村民也計劃利用此方法重建家園。當地會理縣建設局苟學單站長指出:「此類型的人畜混居夯土四合

院農房在整個四川涼山彝族村落也十分普遍，如果全縣村民可以沿用夯土技術來重建民宅，我估計

僅資金一項便可為村民節省至少 5000 萬元。」為了讓更多鄰近村民受惠，隊伍亦計劃將此建造方法

記錄並製作簡單易明的村民自建建築圖冊，擴大其示範作用。 

 

  这間樣板農房位於四川涼山州會理縣新安鄉馬鞍村。受攀枝花8.30地震的影響，當地絕大部份

的農房也受到不同程度的破壞。當中的馬鞍村更是受災最嚴重的貧困村落，而且該村被一城河分隔，

一直缺乏外界的援助和支持。上述首間樣板農房的困難戶為一對年邁的老夫婦，戶主孟大爺失明已

十年，日常農務全落在老奶奶一人身上，單靠二人實無力獨力重建。因此，該村村民也一致推舉孟

氏夫婦作為此示範項目的受惠家庭，並且發揮互助精神，合力重建。 

 

現時基金在馬鞍村第一期的項目以農房重建及建設橋梁為主，並得到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

高度重視和關注。鑒於該村災後重建在整個滇北川南地區所具有的代表性，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村鎮建設司亦將與基金聯合在馬鞍村開展綜合示範專案，把專案範疇拓展到村莊規劃、示範農宅與

公共活動設施建設及基礎設施等內容，改善與提升當地村民的生活條件和環境品質，帶動該地區農

村人居環境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關於無止橋慈善基金 

無止橋慈善基金是在二零零七年四月成立的香港註冊慈善團體，屬香港回歸祖國十周年的慶祝活動

之一。基金主要透過提供資金和技術支援，鼓勵内地、香港兩地各所大學的學生、專業人員、以及

社會各界的志願者，運用可持續的建築理念，建設人行便橋及相關村莊設施，推動年青一代瞭解、

關心並扶助內地貧困地區的村民，啟發並推動村民尊重和保護其本土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同時藉

此促進內地和香港兩地人民彼此瞭解和溝通，建立心靈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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