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參觀過渡性房屋了解
居住環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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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要聞

醫管局昨日宣布，香港母乳庫已開
展第二階段服務，向有臨床需要的極早
產及患有危疾的初生嬰兒派發母乳，以
提供全面充足的營養，幫助他們預防感
染及併發症，建立健康保護屏障。
香港母乳庫總監黃明沁表示，自1

月6日投入服務以來，一直得到社會各
界正面回響和支持。「我們衷心感謝一
群熱心媽媽身體力行，登記成為母乳捐
贈者。截至3月28日，超過160名媽媽
成功登記為母乳捐贈者，而香港母乳庫
已收集到約550公升母乳。」她指，經
處理的捐贈母乳已開始供應予全港9間
設有新生兒深切治療部的公立醫院。新
生兒深切治療部的醫護團隊會因應嬰兒

的臨床情況處方捐贈母乳，並持續監察
嬰兒的臨床情況，按需要調整母乳攝取
量，讓嬰兒獲得最佳的營養。

呼籲更多捐贈者加入

香港母乳庫期望每年收集約1,000
公升母乳，讓450至600名極早產及患
有危疾的初生嬰兒受惠。黃明沁強調，
由於母乳捐贈者必須正在授乳，而其嬰
兒年齡須在一歲以下，所以持續需要媽
媽加入成為捐贈者，對香港母乳庫恒常
服務至關重要。她呼籲社會各界繼續積
極推動及支持母乳餵哺，並鼓勵有心媽
媽加入母乳捐贈行列，為有臨床需要的
初生嬰兒送上生命之禮。

母乳庫次階段 服務極早產及危疾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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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並附上探訪過渡性房屋的短
片，指出連同元朗攸壆路簡約公屋項目在內，3萬個

簡約公屋單位將陸續於2026年至2027年度前落成，將可集
中照顧輪候公屋的有需要市民。至於過渡性房屋，支援非政
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去年通
過過渡性房屋更靈活調節甲乙類比例安排，更彈性地因應不
同項目和需求調節，可照顧更多有迫切住屋需要但又不符輪
候公屋3年這項資格的市民。
何永賢表示，部分推展了一段時間的過渡性房屋項目已

實現流轉，幫助一戶又一戶的家庭過渡、上樓，當中規模較
大、位於元朗的「同心村」和「博愛江夏圍村」，已分別達
到約132%以及約118%的使用率。

住戶讚環境改善家庭更融洽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與何永賢、議員及房屋局團隊，
曾走訪多個過渡性房項目，了解他們入住後的實況。短片介
紹，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營運機構均按自己的服務特色和專
長，為住戶提供多元化支援，當中有項目提供中西醫服務，
有項目的營運機構有強大校網，亦有項目毗鄰工業城可以促
進就業，另有項目鄰近港鐵站方便出行，不少項目也有零售
及餐飲等配套設施，每個項目都為不同需要巿民提供選擇。
短片並有入住過渡性房屋的住戶訪問，有住戶表示租金

較以往減一半，令經濟上有所改善。何永賢亦指出，住戶也
不約而同地反映，入住後環境明顯改善、家庭更為融洽、自
己的身體更健康、子女學業進步、經濟上更為寬裕等，「我
們希望透過這些真實個案，讓現時住在分間單位的有需要市
民無需擔心，只要願意踏出改變的一步，更好的生活就近在

咫尺，告別劣質劏房的社會願景，也
會在大家攜手前行下慢慢實
現。」

現屆特區政府着力改善基層巿民居住環境，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局方在推動簡樸房規管
之前，已做好籌備工作，讓有需要巿民「有得
揀」，除了日前首個「簡約公屋」元朗攸壆路項
目開始派鎖匙外，截至上月已有超過1.8萬個過渡
性房屋單位投入服務，不少已推展一段時間的過
渡性房屋項目，更已超出100%使用率，實現流
轉。她希望有需要的市民，踏出改變的一步告別
劣質劏房。

港島正建造全長約60公里的「活力環
島長廊」，目標是在2027年底前駁通九成
長廊。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在網誌表示，
長廊至今已接通八成。據悉，「活力環島長
廊」預計2031年底前大致完成，包括駁通
連接香港仔海濱至深灣碼頭徑、杏花邨至筲
箕灣，以及南朗山至苗鍾徑的步行徑，並有
序地推展不同路段的工程。
最近進一步駁通和開放的路段包括北角

東岸板道（西段）、沙灣步行徑和加多近街
海濱長廊。今年起亦會陸續駁通東岸板道
（東段）、南灣泳灘至舂磡角配水庫和鶴咀
道至石澳泳灘的行山徑等，以及優化現有海
濱長廊和步行徑。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盧靜怡介

紹，環島長廊分為五段主題路徑，其中「維
港徑」，如走進維多利亞港的懷抱，體驗動
靜皆宜的多元化海濱空間；「夕霞徑」則欣
賞壯麗日落，沉醉於夕陽與晚霞交織的美
景；「漁怡徑」認識漁民生活，發掘香港漁

業文化和歷史；「晴沙徑」享受清新海風和
美妙海浪聲，漫步美麗沙灘；以及「綠悠
徑」，穿越綠樹繁茂郊野，探索生機盎然的
大自然。
環島長廊沿途已安裝特別設計的指示

牌，採用擴增實景技術（AR），市民可以
透過掃描環島長廊標誌連結至相關網頁，了
解項目最新資訊、路線建議、特色景點簡
介、交通資訊等。

環島長廊駁通八成 2031年有望全通

■到急症室求診不乏基層人士。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醫療收費改革，提高
非急症病人的收費，有基層家庭只靠丈夫兼
職的微薄收入維生，但一家長幼卻有不同疾
病，擔憂難以負擔醫療開支；有雙老及單身
獨居長者則反映申請醫藥費減免的手續繁
複。社區組織協會期望政府降低加幅及改善
現有減免機制申請條件和程序，並擴闊醫療
費自動豁免對象至在職津貼基層勞工及長者
津貼。
社協昨日聯同基層人士及長者反映意

見，其中莫太表示，她一家四口均有公營醫
療需要，丈夫以往做地盤工，晚上當侍應，
勞苦半生捱壞身體，去年突出現尿血，確診
患腎結石，最初擔心醫療開支而未有及時求
醫，令結石再影響到膽囊，先後進行兩項結
石手術，基本上每月都要覆診，「現時丈夫
只能做兼職，估計6月才能搵到長工。」莫
太又透露，女兒因有情緒問題，有時更會傷
害自己，學校老師若致電，她便要立即趕
去；而她本身患有貧血，膽囊和腸亦有問
題，每兩三個月要覆診，更不時要做檢查。
另外，蕭先生與妻子是雙老家庭，現居

於唐樓，「曾申請一次醫藥費減免，平均要
跑4趟，上落樓一次就是200級階梯，若每
次看病都要申請，真的太辛苦。」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現時綜援有自

動豁免醫藥費，但非綜援低收入人士要約見
社工審批，還要交全家收入及資產證明，不
少基層家庭要上班沒有時間見社工或難集齊
文件，無奈放棄求診。社協建議將自動醫療
費豁免，擴闊至已有其他在政府部門做了審
查的基層市民，節省行政費及便利基層就
醫，如領取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家庭便無須
再申請減免。

■社協開記者會表達基層訴求。

■環島長廊主題路徑
各有特色。

發展局網誌

基層病患評醫改太辣
社協倡擴闊豁免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