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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間房的青年旅舍。翻新後的美荷樓青年旅舍，加裝了升降機和環保裝置，也會邀請舊居

民任導賞員。旅舍內的美荷樓生活館，模擬五十及七十年代住宅單位、早期中座公用浴室和

廁格及小商舖的原貌，讓旅宿者感受深水埗和石硤尾的歷史發展、徙置區居民的生活點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