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居長者難抵寒冬
區議員主動送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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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準備禦寒衣服及暖爐

•保暖衣物宜選擇輕身，薄而
保暖

•若穿着厚重衣物，或增加跌
倒風險，特別注意家居及外
出安全 資料來源：長者安居協會

•多喝暖水

•保持適量運動，加強血液循環

•若身體狀況許可及天氣穩定，相約親友進行戶外
活動

•外出前，確保有足夠保暖裝備

•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資訊，或按 「平安鐘」
查詢當天天氣

•正值流感高峰，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如出現流感症狀感到不適，按 「平安鐘」 求
助或向醫生求診

天文台昨日下午發
出今年首個寒冷天氣警

告，並預測本港未來兩三日早上天氣持續寒冷。在香
港，每逢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社會福利署都會透過傳
媒，提醒長者天氣嚴寒保重身體，呼籲親友及鄰居慰問
獨居長者；社會團體亦會透過探訪、贈送物資等，向長
者 「送暖」 。

但在本港很多舊區，有不少獨居長者，部分更是幾
乎與社區 「脫鈎」 的 「隱蔽長者」 。區議員表示，曾有
獨居長者因腳痛無法出門而兩日未曾進食，認為除了不
定期的探訪，更重要是為獨居長者建立社區網絡，包括
透過鼓勵長者參與義工活動等，幫助長者融入社區。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陸九如（文）
蔡文豪（圖、攝錄） 張凱文（製作）

強烈冬季季候風讓本港昨晚起溫度急降至11、12
度左右，對於普通人尚算能夠忍受，但對於獨居長者
而言，就是身心靈的共同挑戰。香港社會服務聯合會
2023年發布的報告顯示，近四成長者正經歷着社交孤
立，一個月內接觸的親友數量少於兩人。報告指出，
長者的孤獨感會對生活滿意度和健康狀況構成負面影
響，更嚴重的是，一些原本僅面臨輕微健康問題的長
者，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所需的支持，身體狀況可能會
急劇惡化。

議員：主動出擊 接觸隱蔽長者
踏入冬季，長者安居協會平安鐘服務支援中心接

獲的求助個案呈上升趨勢，由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
8日，共接獲近6萬宗求助個案，另有超過3600宗送院
個案，平均每日接獲的求助個案比11月多3%，而送
院個案更高出16%。

不少議員關注獨居長者過冬情況。深水埗區區議
員何坤洲向大公報記者表示，深水埗有不少獨居老人

和雙老家庭，部分長者的子女亦甚少探望他們，而他
們獨來獨往，不參與社區活動亦不和人交流。他曾遇
到過一位獨居長者在家中生病，因腿腳疼痛不已，無
法上街採購物資，在家中兩日未曾進食，也無法與外
界取得聯繫，最終迫於無奈爬到旁邊的單位敲門求
助，方與社區取得聯繫，得到協助。

長者：做義工充實自己幫到人
何坤洲坦言，要接觸到獨居長者特別是 「隱蔽長

者」 有一定難度，多數情況需要社區 「主動出擊」 。
他表示，當區定期會舉辦針對長者的活動，例如敬老
服務、派福袋、組織出遊等，近日亦陸續上門探訪區
內長者，送上福袋，期望可以透過社區登記獲得有需
要的獨居長者的聯繫方式，以便在諸如寒冷天氣等提
醒他們注意防護。他期望，未來可透過當區的義工和
街坊的交流網絡，盡可能多接觸當區長者，並與他們
保持聯絡，以便長者在有需要時可聯繫到社區尋求幫
助。

大公報記者昨日探訪多名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
有長者表示，從事義工讓生活充實，直言感到價值
感。今年80餘歲的蓮姐表示，最初由於先生離世，有
好長一段時間感到不開心，身體亦越來越差，於是想
找些事做充實生活，繼續參與義工活動，不知不覺就
在社區內做義工十多年。她說，隨着參與義工活動，
自己在社區內亦結識了其他長者朋友，並感染他們一
起加入義工隊伍，對於做義工的感想，她直言 「幫到
其他人又充實到自己，越做越開心。」

油尖旺區區議員黃舒明表示，自己區內有不少長
者都參與義工活動，亦有長者擔任大廈立案法團委
員，形式多樣，能感受到他們在過程中充實生活。對
於主動性較低、甚或不願接觸他人的長者，他們早
前在冬至期間，通過上門探訪、派發福袋等形式，
了解他們的處境，達成聯繫。她說，期望可以透過
長者義工、大廈保安員等人脈資源，接觸更多區
內的長者，盡可能 「行多一步」 帶動長者充實生
活，走出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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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要加把勁
立法會昨日通過 「加速推進

河套香港園區發展，打造新經濟
增長點」 的議員議案。工程界議

員盧偉國指去年12月就河套區的議題向當局提出書面質
詢，表達本港相關業界的意見和建議，指深圳園區建設已
初具規模，吸引不少創新科技企業和人員進駐，反觀香港
園區第一期首8幢大樓仍在建設，第二期仍在規劃中，政
府應該急起直追，加快落實香港園區的規劃，與深圳園區
協調發展。

河套建設港深科技創新合作區，早於2017年深港簽署
共同發展合作備忘錄，2021年兩地又簽訂了 「一區兩園」
建設合作安排，園區以 「一河兩岸」 、 「一區兩園」 的理
念構建，港深園區同時起步。

幾年下來，深圳園區已初具規模，吸引創科企業及人
員進駐。反觀香港園區，為何仍是地盤？既然在同一起跑
線上起步，為何香港會落後於深圳？香港園區無法邁出大
步，是固有機制無法適應發展步伐？還是其他原因？

時代不斷發展，過去被認為合理的機制，若無法適應
時代發展步伐，最終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框框，改革是唯
一出路。現實是， 「一河兩岸」 、 「一區兩園」 的深港河
套園區，既有分工及互補，亦存在良性競爭，香港園區必
須加把勁。

透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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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 「塑膠可
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將於本月18日完
結，日後塑膠回收服務將由 「綠在區區」 接
手。環境保護署表示，新安排下市民回收安排
不變， 「綠在區區」 營運團體可以將收集到的
塑膠，交予環保署核准的回收商處理，大部分
塑膠產品均能回收，強調不存在 「廢膠無人
收」 。環保署預計，由 「綠在區區」 接手收集
及處理廢膠，成本比 「中央收膠」 減少24%。

環保署助理署長（廢物管理）黃智華昨日
表示， 「收膠」 計劃與 「綠在區區」 在回收塑
膠有資源重疊，因為 「收膠」 車隊會定時每天
到相關屋苑收塑膠， 「綠在區區」 的車隊亦同
樣會到屋苑收塑膠、金屬、紙等可回收廢品。
新安排除了減省重疊工作外，未來 「綠在區
區」 營運團體可以將收集到的塑膠交予任何市
場上由環保署核准的回收商作處理，而不單是
以往先導計劃指定的3個回收商，讓回收業界有
一個開放的競爭市場，可以減低處理廢塑膠的
收集及回收成本。

黃智華強調，安排不會影響市民回收，市

民仍可繼續將回收物放於三色回收筒，亦可到
「綠在區區」 回收站換取積分。

對於有環保團體擔心日後 「綠在區區」 將
廢膠轉交私人回收商時，價值較低的雜膠無人
問津。黃智華表示，市場上有超過10間認可下
游回收商，不同種類廢塑膠有不同價值。署方
會繼續與科技及綠色回收產業公司等合作，研
究如何將廢塑膠轉化成材料，甚至高價值產
品，例如環保磚、隔音裝置等；至於雜質太
多、難以轉廢為材的塑膠，亦可用作製作水泥
的燃料，物盡其用。

議員：令回收市場更公平
「收膠」 計劃合約要求承辦商再造成膠粒

時，耗損率不能超過10%，確保塑膠被再造，
而非丟至堆填區。黃智華表示，日後會以相若
標準監管回收商，署方亦會加強監察下游回收
商，例如安排人員每月不定時突擊檢查，確保
適合回收再造的廢塑膠得到妥善處理。

元朗區議員、香港廢塑膠協會常務會長黃
穎灝表示，三間先導計劃的中標營運商，負責

半個香港的 「綠在區區」 廢塑膠回收，每噸可
獲政府4700元補貼，而非計劃覆蓋地區的 「綠
在區區」 則需用自身營運費，支付下游回收費
用，造成資源錯配。中標回收商亦搶佔其他不
在計劃下的 「綠在區區」 市場，造成業界不公
平競爭。政府取消先導計劃令回收市場更公
平。據他了解，現時下游回收商都在搶佔市
場，向 「綠在區區」 報出的回收價少於4700元
一噸，甚至平近一半， 「有些不在先導計劃下
的回收商都捱了這麼多年，不認為這些先導計
劃下的回收商會因為取消計劃而無法營運」 。

收膠計劃下周六結束 環保署：市民回收不受影響

▼

環
保
署
助
理
署
長
黃
智
華
表

示
，
新
安
排
不
會
影
響
市
民
回

收
。

大
公
報
記
者
易
曉
彤
攝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本港已進入流
感季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預期未來
數周流感活躍程度進一步攀升，呼籲社會各界應提
高警覺，高危人士到公眾地方應戴口罩，為保障自
己和家人健康，市民應該接種流感疫苗。

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截至1月4日，呼吸道樣本
中流感病毒檢測呈陽性百分比為5.69%，公立醫院
住院病人被診斷為流感的入院率為每一萬人有0.36
宗入院個案，兩個指標皆超越基線水平值，顯示香
港已進入流感季節。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指出，現時在

本港流行的流感病毒，主要是甲型H1流感，約佔
90%，截至上星期六的過去一周，共錄得七宗院舍
或學校的流感爆發報告，影響45人，較上月每周兩
至四宗，上升超過五成，預測未來數周的流感爆發
數字，將會進一步上升，學校可能會出現較多爆
發。中心指，現時仍有168間學校拒絕為學生安排
到校接種疫苗，另有13間已同意安排接種的學校仍
未提供確定的接種日期。

高危人士應佩戴口罩
徐樂堅指出，研究顯示兒童接種流感疫苗可以

減少重症，並降低學校的缺課率，強烈呼籲學校盡
快在未來兩星期安排接種。至於六個月至未滿兩歲
幼兒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率，目前僅約17.4%，
仍然處於較低水平，雖然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但
仍然較其他年齡組群兒童的接種率為低。

他提醒高危人士例如長者及長期病忠者，在公
眾地方應該佩戴口罩，又建議市民乘搭交通工
具，或在人多擠迫的地方，也考慮佩戴口罩，任
何人士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即使症狀輕微，亦
應佩戴外科口罩及盡早向醫生求診，並考慮應
否上班或上學。

流感個案料攀升 衞生署籲接種疫苗

香港老齡
化情況加劇，
根據統計處推

算，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
人口的比例，將由2021年
20.5%增至2046年36%。
換言之，65歲及以上人
口，將由現時整體人口每5
人中有1個，增加至每3人
中有1個。據2021年人口
普查的數據，香港有約27
萬名獨居長者，佔總長者
人口的18.5%。其中不少
屬於隱蔽長者，與社會聯
繫微弱，未能被現有社區
支援網絡辨識與提供支
援。

有學者認為，要在社
區 重 新 建 立 「社 會 網
絡」 ，以助長者與社會
「接軌」 ，包括舉辦更多
社交活動予退休人士、長
者等參與，有助建立其歸
屬感之餘，亦能令他們感
到備受社會重視和關注，
更可培養活躍退休生活；
政府更應善用 「18區關愛
隊」 ，以揪出更多獨居長
者，並透過進行家訪時，
為他們給予適度協助。

有智庫認為，由政府
推動的 「長者學苑」 計劃
和社福機構營運的 「時間
銀行」 都是值得參考的成
功例子。這些計劃促進了
長者與其他年齡層之間的
社交互動，拓寬他們的社
交圈子，進而增強了對社
區的歸屬感。政府應加大
支持力度，協助社區發揮
創意，為長者創造更多貢
獻社區的機會。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天文台表示，一股強烈冬季季
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內陸，預料晚
間本港氣溫顯著下降，今日起至本

周日早上將持續寒冷，市區氣溫在11、12度左
右，新界部分地區及高地嚴寒，而且高地間中
吹強風，風寒效應較明顯。周末期間由於天朗
氣清，晚間輻射冷卻頗為顯著，新界內陸地區
及高地有機會出現結霜現象。

天文台預告，新界內陸地區和高地周末期
間有機會出現結霜。新界本地農協會主席黃七
娣表示，農作物一般都能抵禦6至7度的低溫，
相信結霜不會造成太大損失。她又說，會就有
關情況做準備，例如盡量避免田地濕度過高，
以防低溫時凍傷作物根部，若溫度再下降，將
會用網覆蓋着農作物。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表示，
若氣溫降至5度或以下，有機會凍死鮮花，但香
港花農多採用溫室種植，受氣溫影響程度減
低，反而溫差大有利鮮花生長。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禦寒
準備

農作物用網覆蓋
防低溫凍傷根部

明後天最低11度
1月10日
（五）

12-17℃
天晴及乾燥，
早上寒冷

1月11日
（六）

11-17℃
天晴及乾燥，
早上寒冷

1月12日
（日）

11-18℃
天晴及乾燥，
早上寒冷

1月13日
（一）

13-18℃
部分時間
有陽光

1月14日
（二）

16-20℃
日間短暫時間

有陽光

1月15日
（三）

16-21℃
日間部分時間

有陽光

1月16日
（四）

14-19℃
天晴及乾燥，
早上相當清涼

資料來源：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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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議員
何坤洲表示，近
日陸續上門探訪
區內長者，送上
福袋，並提醒他
們注意保暖。

▲油尖旺區議員黃舒明表示，期望
可以透過義工、大廈保安員等人脈
資源，接觸更多區內的長者。

加強
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