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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墨，取自天然，可無限再生，又能生物分解，是無毒性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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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田園基金簡介
綠田園基金是一個註冊非牟利慈善團體，於1988年由一群關心現代農業、
關心人類環境的人士組成。我們一直致力推廣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訊息，
並發展適合本地情況的綠色教育活動。在粉嶺鶴藪建有全香港第一個有機
農場。自農場開放以來，舉辦不同活動，讓參加者在大自然之中共享田園
之樂。基金亦出版了多種介紹有機耕種及綠色生活的書籍。現在香港有數個
商營機構的名稱與我們雷同，如公眾對本會工作有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歡迎轉載，惟必須經本會事先同意。
詳情請聯絡： dev @ producegreen.org.hk

綠田園基金2015年理事會
主席： 周兆祥博士
副主席： 馬淑瑩、張熾標博士
成員： 余儷玲、車慧蘭、梁德君、畢金楫、畢浩明、陳財喜博士、

黃煥忠博士、趙祟烈博士、鄭煒棋、黎翠兒

如果你向來是《稻草人》的讀者，相信你已發現今期雜誌無論
是內容或設計風格，都跟以前略有不同。這是因為雜誌最近來
了一次「小換血」。新的編輯和設計師，剛剛走馬上任，所以
順理成章替雜誌「外觀」和「內籠」來了一次小翻新──掃些灰
水批盪、加點油漆，還添置了小擺設。期望這會為讀者帶來新
鮮感和提高閱讀興趣。

這一期的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封面故事」專訪了由三個香港
男孩創立的手工啤酒廠 Mak's Beer。相比工業化生產的大廠啤
酒，本土釀製的手工啤既新鮮又親切，也符合低碳消費原則。
我甚至覺得，喝本地手工啤，就如直接跟認識的農夫購買農產
品般，大大拉近生產者和用家的距離，非常值得大家支持。

八月初，般咸道四棵石牆樹漏夜被斬，全城譁然，哀悼者眾。
但在哀悼之餘，或可從事件汲取教訓，改善本港樹木保育政
策。今期新設的「綠色熱話」欄目，探討了這個問題。特別鳴
謝業餘插畫師 Steven 為文章配上石牆樹黑白素描。今期另一
專題故事，是關於生物炭達人 Markus Wernli 在港進行的「減
廢」大計。在自然世界，萬物皆是寶，從來沒有「廢物」這回
事，Wernli 所研究的生物炭技術（取法自亞馬遜森林土著），正
是將廢木、植物殘渣等被現代人視為「廢物」的東西，化為保
持泥土肥力的生物炭，值得一讀。

近年，香港有越來越多關注農業和在地自主生活的小團體出現，
讓更多人反思在買樓、炒股、催谷自由行這些「快來快去」的經
濟模式以外，我們其實還可以有其他選擇。今期我們特別邀請了
全力撐本地農業和生產的小團體「港嘢」加入專欄行列，細說他
們在城市裏烹煮在地有機晚餐的所見所聞，希望讀者喜歡。

翻新過的居室，期望大家多來坐坐。也歡迎讀者對雜誌內容提
出意見和建議，集思廣益。

編採部電郵： editor @ producegreen.org.hk

隱匿於荃灣廠廈的微型酒窖 Mak's Beer

本土手工啤　釀造「港式」新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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