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茂波指出，消費券計劃的第二批合
共約逾80萬名合資格市民，已在本

月1日收到第一期的消費券，令已收到消
費券的市民總數增至逾630萬。若與690
萬的總登記數字相比，他指未收到消費券
的60萬個登記當中，10萬個來自不符合
資格人士、20萬個屬重複登記，餘下約
30萬個登記則是申請資料不全或有誤，當
中逾28萬個登記其實已在消費券登記期
結束日前補充或更正了資料，故在上月14
日登記期結束時仍未能處理的登記約為
1.9萬個。

長者可託親友代投遞

為了讓未完成登記的市民有機會補
辦手續，政府額外提供4周補辦手續時段
至本月15日止。陳茂波指出，上周中在
旺角始創中心秘書處曾因人流驟增而出
現較長輪候時間，也見到有些長者舟車
勞頓到旺角辦手續，他承認這反映到執

行、準備及安排上不夠妥貼，有改善空
間；而在政府即時作出應變及補救，包
括大幅增加人手及增設周六的收表時段
後，始創中心秘書處的收表服務基本上
已無須輪候。
陳茂波表示，目前尚餘約1萬個登記

因資料有誤或不全而無法進一步處理。
為更便利該批市民重新登記，政府會由
今天起分別於中環郵政總局、大埔運頭
塘鄰里社區中心和屯門良景社區中心增
設補辦手續服務中心，開放時間為周一
至周六、早上9時至下午6時。他希望透
過在港島、九龍及新界的設點，可便利
分布在各地區、尚未完成補辦手續的市
民補做手續。由於表格無須親身遞交，
他建議長者可考慮委託信任的親友代為
投遞。
陳茂波重申，消費券計劃有明確的政

策目標和意義，就是讓市民直接受惠的同
時，助力推動香港經濟復甦，並讓市民及

小商戶能更廣泛應用電子支付。
他指出，第一期消費券對市道帶來有

效的刺激、商戶的生意明顯增加，充分反
映了計劃的成效，期望市民於下月1日獲
發第二期消費券時，可為市場帶來新一輪
的消費力。他承認，是次計劃遇到不少挑
戰和難題，日後要研究如何協助長者接上
數碼渠道，更能接受及融入電子模式的應
用。

連日來均有大批因填錯、
填漏資料或不明原因而未能領
取第一期消費券的市民，到旺
角始創中心秘書處排隊補辦登
記手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
昨日發表網誌承認，政府在執
行、準備和安排上不夠妥貼，
有改善空間，並就此致歉。他
表示，在大幅增加人手及增設
周六的收表時段後，始創中心
秘書處交表已無須輪候。政府
會由今天起分別於中環、大埔
及屯門各增設一個補辦手續服
務中心，以便利目前尚餘1萬
宗個案重新登記。

餘萬宗需重新登記 財爺致歉稱有改善空間
消費券增3中心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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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新冠肺炎擊抗

本港昨日新增 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全部俱為輸入個案且已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8名患者當中，3人是從菲律賓抵港
的外傭、兩人來自英國，一人來自美國，
另有兩人從吉爾吉斯斯坦入境。到訪吉爾
吉斯斯坦的兩名患者（個案 12121 和
12122）為60歲男子和43歲女子，二人於
上月20日前往吉爾吉斯斯坦，出發當日在
港檢測結果呈陰性。他們乘搭航班CX654
於本月3日返抵香港，同日於機場採集的
樣本呈陽性，並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
兩人均無病徵，並同於4月19日及5月10
日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兩人分別居於半山區干德道52號駿豪

閣和大圍美田路63號壹號雲頂6座，男患
者潛伏期內主要在家工作，女患者則在上
環樂古道38號啟時大廈2樓1室辦公。除
上述地址外，還包括大圍道12-14號、積
信街瑞豐大樓地下太興、中環都爹利街印
刷行1樓、上環富衛金融中心QB House，
以及上環文咸東街興隆大廈地下偉倫電腦
顧問有限公司，任何在指定期間曾身處有關
地方的人士，須最遲於今天接受強制檢測。

主動落區釋除疑慮

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上升速度放緩，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其facebook
上發文指出，政府下一步會調整策略，深入
社區，主動接觸接種對象，釋除他們的疑
慮。
聶德權表示，日前特意與十八區民政事

務專員、社署地區福利專員及衞生署同事
開會，提出以長者為重點對象的接種疫苗
安排，並分享了早前在深水埗及油尖旺區
舉辦而廣受長者歡迎的「長者接種日」，
期望相關成功經驗能令全港各區都能於短
期內開展同類活動，提升長者的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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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均有大批市民到
旺角始創中心秘書處排隊
補辦登記手續。

■大批市民補辦消費券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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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須多考慮安老元素
本港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嚴峻。勞

福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網誌上表示，安
老服務的需求增幅是眾多社會福利服務
中最大，雖然本財政年度安老服務的預
算開支較4年前增加近9成，亦從多方
面增聘人手，但情況依舊嚴峻。尤其是
「高齡海嘯」還未到，安老服務如「逆
水行舟，不進則退」。事實上，社會上
近年對土地短缺導致年輕人望樓興嘆的
討論多，對安老服務的相關土地需求討
論少，倘若整體規劃配合不足，將來要
實現老有所依和老有所居，只怕會困難
重重。
羅致光局長提及的「高齡海嘯」，

是指官方推算本港長者人數由2032年
起將急劇增加，65歲以上人口到2041
年將逾252萬，是2016年的2.2倍；85
歲以上近52萬人，是2016年的3倍，
到2066年更升至4.4倍。然而，本港的
安老服務長期嚴重不足，急切需要追落
後。政府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本港
約有31,000多人仍在輪候護理安老宿
位，另有6,100多人輪候護養院宿位。
去年在輪候資助宿位期間逝世的長者有
7,024人，是輪候總人數的17.9%。情
況令人心酸。
社會上能夠入住院舍的長者畢竟只

是少數，如果考慮到現時市民的居住條

件，本港安老問題的實際情況，可能比
很多人想像的還要嚴重。由於過往本港
城市規劃和樓宇設計對人口老化的預計
不足，不但欠缺與安老匹配的樓宇，還
嚴重缺乏社區安老設施。例如在樓宇設
計上，浴室沒有採用無檻和防滑設計，
又不允許改裝；有的樓宇梯級過多，又
沒有無障礙通道，做運動的地方或空間
嚴重不足等，都不利長者居家安老。
最近有解決住房問題的建議認為可

提高舊區重建地積比，其中有否考慮到
長者居家安老因素就很值得關注。樓宇
發展密度容易對長者精神健康造成壓
力，「納米樓」更是難以做到居家安

老。長者外出範圍不廣，需要有一定室
內空間走動；區內公園或體育設施，對
不少長者來說比不上家居樓下綠化小花
園實用。長期卧病在床的長者，空間太
小容易感染細菌，亦不利照顧者扶抱長
者進行潔淨等護理工作。
因此，政府在規劃市區重建和新市

鎮發展時，要考慮到長者的實際情況，
適當增加居家安老的配套設施。大眾在
尋求解決土地短缺和住屋問題時，不論
是新界北發展抑或是「明日大嶼」等土
地規劃，都不應遺漏增建安老設施和居
家安老元素，如此才能讓長者健康長
壽，寬心無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