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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規管海上活動安全
西貢斬竹灣昨日上午發生一宗滑

水快艇與舢舨相撞意外，舢舨上兩名
釣魚人士一死一傷，快艇駕駛員和兩
名滑水玩家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
捕。香港擁有極美海岸線，3年疫情市
民難以外遊，海上活動大受歡迎，意
外數字亦大增。當局應趕在今年盛夏
海上活動高峰期前，及早填補規管漏
洞及加強宣傳教育，讓市民能安全盡
情地享受水上玩樂的樂趣。
近年興起的海上活動五花八門，

潛水、傳統滑水、無繩滑水、風箏滑
水、獨木舟和直立板等應有盡有，當
中涉及風險因素廣泛，瞬息萬變的天

氣、風浪和水流，以及水下蠔殼礁石
等，都可能潛藏危險。康文署轄下水
上活動中心提供的安全指南明確指
出，參與活動的市民應通過正確及有
系統的訓練、掌握基本泳術、做足安
全措施及經常保持警覺等。
然而，現時本港沒有規定滑水教

練需修讀認可課程，私自經營的海上
活動良莠不齊，很多未必完全熟悉水
上安全，傳媒亦不時發現有不諳泳
術、沒有學過相關活動的新手亦可以
租用器材，有的私教甚至以磨練和培
養數歲幼童毅力的噱頭吸客。海事處
於2021年共接獲14宗水上活動意外

報告，主要涉及滑水活動和獨木舟翻
艇等意外。而在去年9月18日，因天
氣突變，警方在1小時內共接獲逾20
宗水上活動求助，至少1名玩獨木舟的
年輕女子墮海昏迷。
昨日發生意外的滑水快艇，據報

只有1名駕駛員和兩名玩家。但根據海
事處規定，快艇滑水還需要有1名瞭望
員，故昨日的意外不排除是相關措施
沒有做足，導致對海面情況掌握不足
而致撞船意外。以上種種情況，均顯
示當局有必要盡快加強規範海上活動
的安全措施，包括設立發牌制度、列
明所需專業知識和培訓規範等；例如

採用康文署的做法，規定參加者須接
受相關訓練才可以租用獨木舟等器
材，當局亦應加強巡查，打擊明顯的
魯莽活動。
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很多海

上活動意外成因與參與者安全意識不
足有關，因而及時做好宣傳教育，盡
快提升公眾的安全意識十分重要，可
以減少不必要的意外傷亡。事實上，
本港於2007年起曾進行一系列相關安
全宣傳，效果立竿見影，意外數字一
度明顯減少。盛夏將至，市民和業界
應與當局合作，不論進行何種海上活
動，都要做好安全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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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運營的過渡性
組合房屋項目「喜盈」，即日起至3月
31日下午5時接受申請。項目位於荃
灣油麻磡路及昌榮路交界，去年5月動
工，為已申請公屋滿3年的獨居或兩人
家庭，提供220個獨立單位，預計9月
落成及陸續入伙。關注劏房團體代表
表示，樂見不同組織在市區範圍興建
更多過渡房屋，認為選址對劏房戶的
申請意願影響較大。
「喜盈」距港鐵葵興站約12分鐘步

行路程，佔地約4,000平方米，樓高4層
沒有電梯，以「組裝合成」（MIC）方
式興建，每個單位均設有特大窗戶，令
住戶享有室內自然採光及通風。
社協表示，項目的220個一至兩人

獨立單位，面積約150平方呎，設洗手
間及煮食空間、基本裝修及煙霧感應
器等，另有共用休憩空間及小型康健
設施等，促進「喜盈」居民與社區人
士共融。
項目租期3年，視乎情況續約，租

金訂為每月家庭入息的25%或綜援租
金津貼。整個項目運營年期約5年，可
容納約448人同時入住，全期受助人數
可達700人。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賴建國表

示，有新過渡房屋項目開放申請，對
劏房戶來說無疑是好消息，尤其「喜
盈」地處荃灣，令原區劏房戶無須跨
區搬遷，相信反響較為熱烈。
荃灣劏房居民陳先生表示，會考慮

申請「喜盈」，但希望容許居民可住到
獲編配公屋，「如果好似石硤尾（南昌
220項目）只住兩年，咁就無謂啦，我
又唔想博，搬來搬去太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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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盈單位特大窗戶令室內享有自然採
光及通風。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於2021年6月底推
出，為期3年，向正輪候公屋超過3

年、仍未獲首次編配的兩人或以上申請者
或單身長者，提供每月1,300至 3,900元
津貼。社協於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成功訪
問238名劣居所住戶，他們的每月家庭入
息中位數為 1.5 萬元，租金中位數則為
4,500元。
調查顯示，在各項開支中，租金、水

電費等住屋佔受訪者入息比例最多，高達
42%。在有申領現金津貼的受訪者中，
97%用以支付住屋開支，近80%得以減輕
租金及精神壓力，評價正面。不過，約
40%受訪者認為現金津貼無助於改善住屋
環境，主因是津貼金額太少及有時效性。
社協指，截至去年9月底，約2.67萬

宗曾受惠現金津貼的住戶，因公屋申請狀
況轉變而遭終止派發現金津貼，當中包括
獲首次公屋編配的住戶，不論他們接受或
拒絕上樓，都會喪失領取資格。惟調查發
現，受訪者拒絕編配主因是交通不便、遠
離原有的社區支援，以及欠缺街市和醫院

等，反映多是迫不得已拒絕編配。

待傍晚減價才敢買餸

陳女士一家四口租住工廈單位，月租
加水電費開支逾5,000元，她做洗碗替工月
入不固定，約4,000元至逾6,000元；丈夫
從事清潔散工，月入約1萬元。夫婦育有6
歲及11歲女兒，她慨嘆負擔沉重，「現時
每月領取3,200元現金津貼，主要拿來繳付
長女每月2,800元英文補習費。」陳指疫情
令長女功課落後太多，要咬緊牙關才決定報
讀，倘沒有現金津貼，惟有叫停補習或轉找
收費更平的補習班，及買少些餸菜。
73歲的林先生與69歲妻子相依為命，

妻子原先從事清潔工作，但因現時一隻眼完
全失明，另一隻眼有嚴重白內障，故沒法工
作，兩人每月僅靠現金津貼加長者生活津貼
合共不足8,000元維持生活。他說居所環境
很差，為省錢每日要等傍晚減價才敢買餸，
擔心若失去津貼生活將更困難。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現金津貼計

劃是精準扶貧的政策，但需朝扶貧方向繼

續發展。她認為應增加津貼金額及延長計
劃，並希望將現金津貼恒常化，延長資助
直至受惠人遷入公屋，同時將計劃的涵蓋
範圍擴大，讓非長者單身、未輪候3年的
申請者亦能受惠。

社協現金津貼調查結果
（只列部分）

使用現金津貼最多地方
住屋
伙食及生活
子女教育及活動費
醫療健康
日常雜費

現金津貼結束影響
需節衣縮食
需減少子女學習開支
需減少子女活動開支
無法負擔租金
經濟陷於困境，需領取綜援
需搬遷至較細單位

註：可選多項

96.8%
51.6%
34.4%
15%
14%

77.5%
49.3%
42.3%
42.3%
28.2%
26.8%

政府於2021年推出現金津貼試
行計劃，以紓緩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
基層市民經濟壓力，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昨公布中期成效調查，近80%
受訪者指津貼可減輕租金及精神壓
力，但有70%擔心計劃結束仍未能
上樓，當中不少明言無法負擔租
金，更有受訪者指屆時或因不堪經
濟壓力而申領綜援。調查亦發現，
有受訪者因交通等問題拒絕接受獲
編配公屋而喪失領取津貼資格。社
協促請政府將計劃恒常化並增津貼
金額，延長資助直至受惠人遷入公
屋，及擴大受惠對象。

■林先生（左三）和陳女士（右四）盼望現金津貼計劃延長資助。

計劃明年屆滿恐無錢付租 社協促恒常化

七成基層憂租津派完未上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