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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宣布，發展
港鐵小蠔灣車廠用地，預計於中長期可提供
公、私營房屋共約20000伙。為配合相關發展
及照顧居民交通需要，港鐵建議在小蠔灣增設
鐵路站，工程會在鐵路方案獲得批准後盡快展
開，以配合小蠔灣車廠用地發展項目首批人口
約2030年遷入的時間表。

首批住宅2030年起入伙
小蠔灣鐵路站距離欣澳站和東涌站分別約

6公里和約4.5公里，為減少興建新站對現時小
蠔灣車廠、東涌綫及機場快綫的影響，擬議車
站會靠近車廠西面的連接路，大部分處於現時
小蠔灣車廠範圍內。

新車站落成後，乘客前往香港站需時約
28分鐘，較使用路面交通工具約50分鐘，節
省逾四成時間；前往東涌站需時約四分鐘，較
使用路面交通工具約13分鐘，節省近七成時
間。

約半數單位屬公營房屋
小蠔灣車廠用地項目佔地30公頃。港鐵

會在車廠用地興建上蓋，之後交由政府決定如
何發展，暫定分四期，料第一期約6000伙，
會同時提供公私營單位，可望2024年動工，
目標首批單位在2030年起陸續入伙。

政府早前回覆議員查詢透露，項目約一半
將會是公營房屋，暫時以資助出售房屋為主；

項目發展藍圖可望今年內提交城規會。港鐵早
前透露，小蠔灣上蓋項目預計2024年為第一
期住宅招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年底曾視察港鐵小蠔
灣車廠發展項目，表示政府已覓得興建31.6萬
個公營房屋單位的330公頃土地，可以滿足
2020年《長遠房屋策略》報告中未來十年的
公營房屋需求，而有關土地並未包括小蠔灣車
廠發展項目。

林鄭月娥前日參觀位處前安達臣道石礦場
的觀塘安泰邨，並在邨內一座樓宇的天台，鳥
瞰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聽取有關發展項目的
進展。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共有11幅房屋用
地，當中八幅作公營房屋發展，包括五幅由房
委會發展、三幅由房協發展，另外兩幅已出售
作私營房屋發展，其餘一幅為第二個港人首次
置業先導項目。

林鄭月娥說，政府已全數覓得所需公營房
屋單位的土地，可滿足未來十年需求，安達臣
道石礦場改撥為發展公營房屋是當中的供應之
一。政府會繼續努力多管齊下開闢土地，為不
同收入家庭提供適切居所。

大嶼山小蠔灣項目啟動，將帶來兩萬伙住宅。
政府昨刊憲，在港鐵東涌綫欣澳站和東涌站之

間增設小蠔灣站，乘客日後前往香港站需時約28分鐘，前往
東涌站則只需約四分鐘，分別較路面車程縮短逾四成及近七

成時間。鐵路站上蓋將發展成為新的綜合社區，提供約兩萬個單位，約一
半是公營房屋，目標於2030年有首批單位落成。這項目是繼80年代的港
島綫康山發展後，相隔40年再有鐵路上蓋提供公營房屋。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政府刊憲將設新站 28分鐘直達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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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公屋要排5.8年 陳帆：建屋量難追輪候冊
【大公報訊】房屋委員會昨舉行周年公開

會議，多名委員關注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延長至
5.8年，創22年新高，但未來公屋供應可能出
現「斷崖式」下跌。身兼房委會主席的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說，每年公屋建屋量視乎工程進
度有所不同，短期內建屋量難以追上輪候冊，
強調政府在增建房屋工作上已 「全力以赴」 。

會上，多名委員提出建言。房委會資助房
屋小組主席黃碧如、房委會委員彭韻僖都建議
重建高齡公屋，增加單位供應，緩解市民對房

屋需求。黃碧如認為，房委會應研究分期重建
舊屋邨，減低受影響住戶數目。

綠置居暫超額認購13.5倍
房委會財務小組主席陳家樂建議，重推租

置計劃，目標屋邨樓齡10至15年，但計劃應
與公開市場分隔，即經租置計劃售出單位，於
限售期後只可在第二市場轉售予綠表人士等。

身兼公屋聯會總幹事的房委會委員招國偉
則建議，房委會可考慮改變針對公屋富戶政

策，將租戶繳交的額外租金撥作 「儲蓄」 ，用
以購買資助出售房屋，幫助加快公屋流轉。

新一期綠置居於前晚截止申請，房委會發
言人昨日表示，暫接獲五萬宗申請，以今期共
推售3437伙計算，暫時超額申請13.5倍。房
委會接獲申請中，包括 「一表兩抽」 下的三萬
份申請及兩萬份網上申請，由於紙本申請仍需
核實申請資格，故最終申請數字仍在點算中。
房委會預計，七月或八月攪珠，決定合資格申
請人的揀樓優先次序。

【大公報訊】記者鄭文迪報道：本港建屋
用地短缺，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載片段，建議政府利
用大欖郊野公園70公頃邊陲土地，興建2.5萬伙
實用面積約500平方呎的居屋單位，以及逾千個
低密度長者住宿單位，並以成本價每平方呎6000
元出售，限制十年不准轉讓，預計近七萬人受
惠。

梁振英在片段中展示由規劃師、工程師、
建築師和測量師等協助繪製的初步規劃圖紙。
他說，該幅平整的土地在三號幹線近大欖隧道
出口，鄰近西鐵錦上路站，交通方便，不用再
做大型道路建設；項目可以預留約3.65公頃土
地興建老人院，為約1000名長者提供低密度、
有獨立套房的空間。

提供2.5萬伙 每方呎售6000元
梁振英建議，項目可以一邊做規劃研究評

估、一邊接受申請，若申請人數太多，就透過
抽籤決定買家，以成本價每平方呎6000元出售，
並限制單位十年內不准轉讓。他續說，未來會
繼續深化建議，而立法會現時已沒有拉布，令
有關建議更加可行。

梁振英強調，不反對其他增加土地供應的
建議，但希望不要排除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我
們要讓香港人，包括年輕家庭，看到置業的希
望，愈快愈好。我們也要讓香港人看到短期內
愈住愈大、愈住愈好的希望。」

梁振英在2017年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提出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土地建屋，並邀請房屋
協會進行研究，但該項研究其後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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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蠔灣站項目發展
位 置 位於大嶼山北岸，距離東涌站約4.5公里
面 積 佔地約30公頃
鐵路發展：
•在東涌綫欣澳站及東涌站之間增設小蠔灣站
•擬建小蠔灣站前往香港站需時約28分鐘、前往東涌站
需時約4分鐘

房屋發展：
•合共提供約20000個單位，當中約一半是公營房屋
•首批約6000個單位料於2030年落成

資料來源：港鐵公司、路政署

小蠔灣車廠用地發展啟動

小蠔灣車廠上蓋建二萬伙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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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家長失望落實香港國安法不能留死角

龍眠山

為迎接九月份全港學校全面復
課，特區政府將疫苗接種年齡放寬至
12歲，基本上涵蓋全部中學生及小學
六年級生，下周起開始接種。但問題
來了，12歲以下的學童怎麼辦？難道
他們不需要疫苗的保護？

有家長要求進一步放寬接種年
齡，的確有苦衷。香港疫情爆發至今
已歷年半，雖說停課不停學，但一開
始是網絡上課，最近才改為上半天
課。家長普遍擔心孩子學業跟不上、
影響前途。再說，無論是上網課還是
返半天校，不少家長不得不辭工在家
陪孩子，收入因此減少，對基層家庭
是難以承受之重，如果這樣的狀況持
續，有多少家庭可以撐得過去呢？

家長及孩子都盼望早日回校上
學，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來
新學年全面復課，又因為疫苗無法普
及，造成不少學童暴露在變種病毒的
威脅下。

家校會主席方奕展也引述家長意
見，期望學童在熟悉的校園內接種，

有助紓緩緊張心理，但政府規定學校
必須集齊300人才能提供上門接種服
務，如今小學只有六年級生符合接種
資格，不可能湊足300人，所以應該
將年齡放寬。

對於是否進一步放寬接種年齡，
現時仍有爭議。有人認為，孩子自出
生起就接種各種疫苗，理論上，接種
新冠疫苗也是安全的，不必等待疫苗
生產商提供更詳盡的數據，而目前中
國內地及泰國已率先將接種年齡放寬
至3歲。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新
冠疫苗是緊急使用，非其他疫苗可
比，應等候生產商提供更詳細數據，
再由專家委員會評核決定。

不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應當承
認，年幼學童同樣需要 疫 苗 的 保
護，也只有七至八成以上孩子完成
接種，安全復課才有保障，否則隨
時因為疫情爆發而打回網絡上課的原
形。特區政府應該在科學的基礎上加
快有關工作，不要再讓家
長失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宣布，因
應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修訂《電影檢
查條例》中對檢查員的指引，如果上
映的影片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
行，就必須停止上映，新指引即日生
效。相關修訂發出了特區政府全面落
實國安法的明確信息，攬炒派利用影
視作品煽暴煽 「獨」 、危害國家安全
的漏洞終於被堵上，這對保護青少年
健康成長、保障社會安寧具有重要意
義。

國家安全的概念相當廣泛，涵蓋
政治安全、政權安全、社會安全、領
土安全、公共衞生安全等層面，文化
安全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
分。香港國安法落實近一年，攬炒派
分崩離析，大勢已去，但一些人死心
不息，只不過改變了形式，變得更加
隱蔽、更有欺騙性而已。

公眾看到，諸如《理大圍城》、
《地厚天高》等美化暴力的 「洗腦」
宣傳品以 「紀錄片」 的形式紛紛出
籠，就是旨在為黑暴招魂，荼毒年輕

人。以《地厚天高》為例，主角是臭
名昭著的激進 「港獨」 組織本民前的
前發言人梁天琦，梁因為在2016年旺
角暴亂中的主導角色而被判刑六年。
然而，這樣一個死硬 「港獨」 分子、
暴徒，竟然被當成 「英雄」 來描寫，
有關紀錄片為他歌功頌德、樹碑立
傳，而且拿到外國參展，既是歪曲歷
史，顛倒是非，也是誤導國際輿論，
為反華勢力提供抹黑、制裁中國的口
實。不少懵懂無知的青少年就是受到
有關影片的誘惑，視梁天琦為 「榜
樣」 ，走上暴力犯罪之路。

國安法落實之後，不少煽暴煽
「獨」 影片仍在校園等地肆無忌憚地

播放。特區政府今次出手修例，亡羊
補牢，值得肯定。修例提供明確指
引，檢查員可據之判斷上映的影片是
否有涉及違反國安法的內容並採取行
動。如果檢查員對有關內容把握不
準，難下決斷，完全可以諮詢國安部
門。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該對條例
作廣泛宣傳，讓電影工作者清晰了解

紅線所在。
電影檢查制度，目的是要在保障

個人權利自由及保障合理社會利益之
間取得平衡。其實，創作自由固然重
要，但並非絕對，必須在法律的框架
之內，過界即違法。再說，電檢條例
並非香港才有，這是全球慣例，影視
作品因為觸及宗教、政治、種族、領
土、國家安全等敏感議題而被各地政
府勒令下架，早已司空見慣。就以串
流平台NETFLIX為例，過去五年間被
各地要求下架的作品至少有10部，而
出手叫停的既有德國、新西蘭這樣的
西方傳統民主國家，也有像新加坡這
樣的亞洲新興經濟體。

香港落實國安法任重道遠，特區
政府不僅要嚴格執行電檢條例新指
引，還要檢視其他文化出版領域；不
僅要禁止有毒影片，也要依法懲罰那
些製作者及傳播者，做到國安法全覆
蓋，不留下任何一個死角。攬炒派愈
是反對，叫得愈大聲，愈是證明特區
政府做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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