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消防處昨日舉行記者會總結去年工作，指出年內共接獲37,828宗火警召

喚，按年上升4.8%，當中不少為警鐘誤鳴，主要與濕度及降雨量等環境因素有關；成

災的火警則有5,222宗，按年增加154宗，當中95.6%能於召達時間內到場，較服務承

諾標準高3.1%。另外，消防處去年亦接獲逾78.4萬宗緊急救護召喚，96.1%能於召達

時間內到場，亦較服務承諾標準高3.6%。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表示，該處將於今年3月

成立「新建消防設施一站式驗收統籌辦公室」，可將驗收工作由原來52個工作天大幅

縮短至35個工作天，而公營房屋因平面圖及消防裝置位置較商業大廈簡單，更可進一

步縮短至22個工作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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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活動 促進家庭關係

談及計劃初衷，服務經理 Joseph表示：
「我們的中心在青衣服務多年，有街坊

曾反映，這區有三大挑戰，就是『斜路多』
『無嘢玩』『美食少』。加上早幾年疫情期
間，不少家庭在家『困獸鬥』，難免產生磨
擦，影響家庭關係。有見及此，計劃以身、
心、靈健康為切入點，為區內家庭提供一系
列新穎有趣活動及義工機會，讓居民不單享
受天倫之樂，更將健康及歡樂訊息帶到社區
每個角落。」
計劃設有各式各樣的親子活動，例如穴位

按摩、新興運動體驗、和諧粉彩、小丑藝術
等，有動有靜，吸引不同居民參與。對於當
中的亮點，Joseph 介紹：「我們與大學合
作，設計一套具青衣社區特色的『社會資本
桌遊』， 讓參與家庭於桌遊中互動，以及增
加對社區的認識。」

親子義工 將「家」延伸至社區
計劃強調「童」及「里」，顧名思義，除了注重

以親子活動連結家庭之外，亦希望拉近鄰里關係。
計劃發展多個親子義工隊，鼓勵參加家庭善用所學
的新技能，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及基層家庭，例如

「青衣食乜餸」由喜愛烹飪的兒童及婦女組
成，負責製作愛心膳食，上門探訪長者；「我
的小丑爸媽」定期設置街站，以扭氣球及魔術
表演傳遞快樂信息；「運動拾義人」主力連繫
區內學校及社福單位，組織新興運動班，與區
內的老中青幼一起強身健體。
Joseph樂見義工隊各司其職，不論對義工個

人、家庭及整個社區，都帶來正面改變。他分
享一個例子：「有位小朋友最初參加計劃時，
總是害羞地躲在媽媽身後。但經過多次活動及
義工服務，他變得越來越開朗，學會跟別人相
處。現在每次探訪獨居長者，他都會主動關心
慰問及表演，逗得一眾老友記笑逐顏開！」
回望過去幾年，Joseph認為計劃在不知不覺中

提升了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他舉例說：「雖
然計劃已完結，但不少居民仍繼續參與我們的
『青衣鄰住傾』平台，定期交流社區事務及商
討改善方案，為社區出一分力。」可見居民已
視青衣為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家。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連繫青衣居民 社區「家」添關愛
青衣有多個大型屋邨屋苑，是不少年輕家庭的聚居地。為支援這些家庭的需要，博愛醫院

慧妍雅集家庭多元智能中心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資助下，開展

「童」「里」Link UP青衣島計劃（下稱計劃），藉多元化活動，促進親子及鄰里關係，同時

鼓勵年輕家庭成為義工，支援有需要的長者。計劃自2021年開展以來，成功招募超過300人

參與，為青衣帶來一股義工新力量，並於近日獲基金頒發「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轄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於
2002年成立，至今資助超過500個於各區開展的社
會資本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凹凸
互補精神，齊心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及社會支援
網絡，從而建立互助互信、守望相助、社區凝聚
力等社會資本，讓個人、家庭及組織互相支援，
令社區能力得以提升。為表揚及嘉許對香港社會
資本發展有貢獻的個人義工、企業和機構，基金
舉辦「社會資本動力獎」嘉
許計劃，並於2024年向五個
資助計劃頒發「社會資本卓
越計劃獎」。有關詳情，請
掃瞄二維碼參閱基金網頁：

社會資本動力獎
凝聚跨界力量 打造幸福社區

www.ciif.gov.hk

●「我的小丑爸媽」義工隊學習扭氣球。

●計劃推出「社會資本桌遊」，讓家庭透過桌遊認
識社區。

●「青衣食乜餸」的婦女義工與協作夥伴的
廚師一起為長者預備愛心飯盒。

●計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頒發「社會資本卓越計劃獎2024」。

去年火警召喚37828宗 年升4.8%
多屬警鐘誤鳴 成災火警5222宗比前年多154宗

楊恩健昨日回顧去年工作時指出，成災的火警個
案增加，主要是與煮食爐火、汽車火警及燒焊

產生火花而引致的火警有關。他特別提到，去年4月
9日洪水橋洪雅路地盤發生歷時近42小時的四級火
警，消防處首次使用室內定位設備，以實時監測前線
人員的位置及安全狀況並標示待救者的位置，大大縮
短搜索時間及提升前線人員的安全。

逾46萬次巡查 檢控4967次
防火規管工作方面，消防處去年共作出逾46萬次

巡查，合共發出17,775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並
提出4,967次檢控。
此外，因應華豐大廈火警，消防處根據風險為本原

則，對約1,000幢火警風險較高的舊式商住樓宇進行
了約8,200次主動巡查，合共發出8,661張「消除火警
危險通知書」。在5,991張已到期的通知書中，逾
90%已獲遵辦，火警危險再次出現的個案只有4宗。
楊恩健形容成效顯著，相關大廈由早期平均每幢有

11個火警隱患，至去年底減至平均兩個。
另外，立法會上月通過修訂《消防安全（建築物）

條例草案》，引入機制賦權特區政府代舊樓業主進行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楊恩健表示，將會先由諮詢委員
會訂出揀選樓宇準則，然後揀選10至20幢目標樓宇
推行先導計劃，期望今年第四季開展代辦工程，預計
明年中完成，之後再每年處理20幢至60幢舊樓的代
辦工程。消防處並計劃於今年第一季成立「消防處樓
宇改善特別職務隊」，每年主動巡查1,800幢舊式樓
宇，加強執法及消防安全教育工作。

3月將設「消防驗收統籌辦」
至於計劃在今年3月成立的「新建消防設施一站式

驗收統籌辦公室」，他表示現時驗收工作由提出申請
到完成驗收、核實所有圖則文件以及最後發出消防證
書，一般需時約52個工作天，期望日後在驗收時先
製作清單供則師等認可人士參考，減省提交文件時
間。該處亦會引入三維空間數據科技，處方人員未到

驗收現場前，已可先了解大廈結構布局，以及消防設
備是否已置於適合位置等，再以電腦核對是否符合已
審批的圖則狀況以縮減時間，「較早前已在公屋項目
試驗，確信可行。」
人手方面，他指出自從於前年11月調整4個職系的
入職視力測試及體能測驗要求後，去年投考消防隊長
人數按年增加31%，取錄率亦由過去約逾40%升至
59%。消防處副署長（行動）黃鎮業補充，體能測驗
過往的合格率為60%，調整後則升至80%，他並預計
今年將合共增聘超過340名各職系人員。
楊恩健強調，消防處今年將致力提升行業的安全水
平、全面提升公眾對消防安全及應急準備的意識，以
及善用科技力量提升服務效率及質素等。消防處亦會
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深化與
大灣區在訓練及技術交流上的合作等，其中粵港澳三
地的救援隊伍將於3月下旬在香港舉行大型聯合跨境
演練，以期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內聯合處理災害事故的
能力。

香港居民疑遭誘騙到東南亞
國家遭非法禁錮及從事非法工
作事件，本周日（19日）再多
一名29歲香港男子獲救，並安
全到達泰國。特區政府保安局
發言人昨晚表示，前日抵達泰
國的專責小組成員，1月 22 日
與泰國國家警察轄下單位及中
國駐泰國大使館人員會面，致
力協助一名在東南亞國家遭禁
錮從事非法工作並於日前獲救
的港人盡快回港。
來自保安局、香港警務處和入
境事務處的專責小組成員，前
日抵埗後隨即與不同單位聯
絡，確認該名人士的實際情
況，並於昨日與泰國國家警察
轄下的移民拘留中心主管會
面，商討協助有關獲救港人盡
快返港。對方給予正面回應，
並表示會全力協助。
專責小組成員其後聯同香港
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代表與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人員會面，
商討有關個案的最新情況，以
及如何盡力營救其餘仍然受困
的求助港人。專責小組成員感
謝領事館人員就該名港人個案
提供的協助，包括前往探視及
為其提供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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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處舉行年終回顧記者會，簡報消防處在2024年的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攝

●專責小組成員昨日與泰國國家警察轄下的
移民拘留中心主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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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昨日討論由立法會議員張欣
宇動議「加強規管建造工程安全」的議案。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孫玉菡回應指出，建造業的每千名工人意外
率及致命工業意外數字，仍居各行業之首。本月初啟
德建築地盤發生嚴重意外，更提醒各界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能鬆懈，必須繼續努力，將意外減至最低。
張欣宇表示，安居樂業一直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心

願。根據勞工處的數據，由2021年至2024年，每年
建造業的意外超過3,000宗，當中意外死亡人數佔整
體工業意外的八成。今次他提出議案的目的，是希望
可以跳出小修小補的範圍，更深入分析整個建造工地
運作規管上存在的不足。
孫玉菡回應指，政府重視建造業的職業健康安全表

現。過去10年，建造業的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由10

年前的41.9，下降至2023年的27.6；而2024年首三
季，建造業的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則為25.0。在致命
個案方面，建造業平均每年發生20宗左右的致命工
業意外，而2024年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外個案的臨
時數字略為減少至13宗。以上數字反應在社會各界
努力下，香港的職安健整體表現有所改進。
他表示，建造業是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支

柱，政府、業界和相關機構會一直攜手合作共同完善
監察機制，加強工人的安全意識，推動安全文化，繼
續提升建造業的職安健表現。

建造業致命意外居各行業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