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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區發展需有前瞻規劃
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

連接路昨日正式通車，大幅縮短往來
將軍澳、觀塘，以及從將軍澳經東區
海底隧道往港島的車程，不但便利居
民生活出行，更重要的是有望扭轉將
軍澳區動輒淪為交通「孤島」的宿
命，對區內40多萬居民無疑是個天大
好消息。但居民苦等這一改變，前後
需時長達30多年，足以成為政府發展
新區的前車之鑑，印證前瞻規劃和基
建先行的重要性。
將軍澳屬於本港第三代新市鎮，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至今，已是香
港其中一個人口大區。根據政府估

計，將軍澳區現時有超過40萬人，大
多數是年輕勞動人口，十八區中西貢
區的絕大部分人口都居住於此。然而
這麼多年來，每逢港鐵列車發生意
外，該區便淪為對外交通「孤島」，
不但區內人外出不便，區外市民要到
將軍澳區上班返學同樣不容易。
跨灣連接路通車後，將軍澳東南

部陸路交通可以通過跨灣連接路往返
將軍澳西部，或經將藍隧道往返東九
龍，不必再經環保大道入將軍澳市中
心出市區，從而達到分流車流和便利
居民的效果。雖然這一改變或令觀
塘、藍田和東隧一帶交通樽頸位塞上

加塞，有立法會議員亦擔心將藍隧道
出口周邊路況，亦即油塘茶果嶺道、
鯉魚門道和啟田道迴旋處等處很可能
會變成日常塞車樽頸位，但由於將軍
澳區畢竟多了一條連接外界的交通要
道，區內居民或有望擺脫動輒陷交通
癱瘓的苦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亦對將藍

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通車表示高
興。他強調，無論是土地發展抑或是
交通基建的規劃與興建往往十分需
時，實在有必要前置部署，為社會及
經濟發展創造所需的空間，「進一步
的說，我們需要突破經驗的限制、敢

於作出前瞻規劃，讓社會有更大空間
進步創新、經濟可快速增長」。
確實，不論是將軍澳對外交通連

接，抑或是區內發展了近20年有近10
萬人口的日出康城，都一一見證了當
年相關部門和機構規劃的極度不足。
日出康城直到這兩年才有街市，而且
港鐵接駁雜亂，居民時常投訴港鐵站
每日繁忙時間月台不夠位置，要站上
台階等車。本港現正密鑼緊鼓發展落
馬洲河套區、啟德發展區和洪水橋新
發展區等項目，希望各方能切實做好
前瞻性規劃，勿重蹈將軍澳發展規劃
和配套不足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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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人患癌，照顧者誠惶誠
恐，新冠疫情令照顧者情緒更繃
緊。香港防癌會昨公布一項調查顯
示，第五波疫情高峰期癌患照顧者
焦慮指數上升34%，其後雖然疫情
放緩，他們的焦慮指數仍較疫情前
高17%。調查並指，近60%受訪者

感到自己的照顧工作沒有意
義，11%受訪者甚至想過或試
過自殺。香港防癌會呼籲身為
照顧者應先照顧自己，適時尋

找支援，不要「死頂」。
為了解癌症病人照顧者的壓

力，香港防癌會於今年9月至10月
間進行「抗疫千日：癌患照顧者調
查」，成功訪問了256名癌患照顧
者。調查結果顯示，67%受訪者經
常與癌症患者困在家中，38%認為
自己失去人生；59%當上癌患照顧
者後感到抑鬱，更有11%想過甚至

試過自殺。縱然癌患照顧者勞心勞力，但竟
有多達57%感到照顧工作沒有意義。
疫情更令照顧者的心情雪上加霜。第五波

疫情高峰期，癌患照顧者的焦慮指數攀升
34% ，由疫前的5.8分升至7.8分。有70%受
訪者表示「害怕防疫措施做得不足，令癌症患
者受感染」，54%受訪者坦言「怕為癌症患者
做錯決定（例如應否送患者入院等）。」
香港防癌會癌症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廖

敬賢表示，本港癌症病人照顧者壓力甚高，
部分人無法面對患者可能最終死亡的結果，
也可能間中被患者或親友投訴照顧不足，令
他們感到自己的付出沒有意義。廖敬賢勉勵
照顧者們，自身與癌症患者同樣重要，並希
望政府增撥資源支援癌患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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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敬賢呼籲癌症照顧者應先照顧自
己。 香港防癌會供圖

兇案現場為慈樂邨樂信樓一單位，女死
者姓余（47歲），5年前開始因患上

與腸相關的疾病，要長期卧床需家人照
顧。消息指，死者生前雖有一姐及一兄，
但兄長不同住，胞姐因要工作，故此平日
照顧死者起居飲食的重擔長期落在年邁父
母身上。惟現年74歲的姓梁母親亦因行動
不便要用拐杖助行，而78歲的父親因年老
體衰，狀況大不如前。有人被捕後向警員
表示因擔心難以再照顧患病女兒，才狠心
出此下策。
昨日凌晨約1時半，警方接獲一名女

長者報案指上址單位內有人受傷昏迷。警
員及救護員奉召到場，發現一名右額頭及
頸部有明顯傷痕的女子昏迷倒卧客廳地
上，救護員立即為事主急救及送往廣華醫
院繼續搶救，惜延至凌晨2時32分證實不
治。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證實死者為屋內

年邁夫婦患長期病及行動不便的女兒，當
時只有3人在屋內，而同住的另一名長女
則不在家。警方懷疑夫婦殺害患病女兒，

遂將兩人拘捕，其後以黑布蒙頭帶署扣
查。女疑犯身穿睡衣，手持拐杖，要由警
員攙扶上警車。
黃大仙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劉嘉

豪警司表示，死者傷勢經初步檢驗後相信
是由硬物襲擊所造成，而死者的房間、房
間旁的洗手間及客廳地上均發現血漬，但
現場並無明顯打鬥痕跡，不排除是在睡夢
中遇襲。由於女死者長期需父母照顧，案
件動機是否與此有關造成悲劇，劉稱是警
方調查方向之一，但目前仍未有結論。據
悉，死者與父親俱無精神病紀錄，過往亦
無報警求助或需社工跟進紀錄。
警方事後在肇事單位檢走一批證物作

進一步化驗，當中包括一把鐵錘，一批染
血衣物、床鋪和膠椅等。案件列作謀殺
案，由黃大仙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資料顯示，本港過去一年發生多宗類

似疑因長期照顧患病家人致壓力爆煲釀成

的倫常慘劇。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署理總幹
事葉藹樺昨指出，政府現時並未有推行全
面針對照顧者的政策，對他們的支援是靠
社福之間的自發活動，可謂是「單打獨
鬥」。政府目前的津貼支援亦只偏向某幾
個類別的照顧者，如老人、殘疾等的照顧
者，而另一類別如兒童照顧者或「SEN」
（特殊教育需要）的照顧者則未合資格，
且有些支援更有時限性，令受助的照顧者
擔心無法長久得到支援，可見政策不夠全
面及有限制。

照顧者支援被指不夠全面

一直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
事彭鴻昌則指，就算現時政府計劃推行的
「照顧者為本」支援政策，包括加強經濟
援助、熱線和暫託服務等，都不夠全面並
有不少限制，他認為現時應整存對照顧者
的一站式服務，放寬門檻和資格。

稱難再照顧出下策 月內第二宗慘劇
七旬夫婦涉錘殺長期患病女

慈雲山慈樂邨昨發生倫常命
案，一對七旬夫婦疑因長期照顧患
病卧床的女兒致身心疲憊、壓力爆
煲，昨日凌晨突以鐵錘襲擊睡夢中
的女兒，其後深感愧疚報警求助，
惜女兒送抵醫院搶救1小時證實不
治。警方已列作謀殺案拘捕該對年
邁夫婦調查，死者死因需稍後由法
醫剖驗確定。這是本月內發生的第
二宗疑因長期照顧患病家人致壓力
爆煲釀成的倫常慘劇。有社福界人
士指出，政府現時計劃推行的照顧
者支援政策不夠全面及服務宣傳不
足，令照顧者無法得到即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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