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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情令基層市民的生活面對
很大挑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本月初發表的新一份施政
報告提到若干扶貧措施，她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施政
報告雖然扶貧措施不算多，重要的是為香港謀劃未來，認為若香
港有更好的未來，可以根本性改變貧窮狀況。工聯會昨日則舉行
記者會，就紓解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提出一系列政策倡議。工聯會
表示，香港堅尼系數見45年來新高，特區政府應做好資源分配
政策，建議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下設立「減貧辦」及「減貧專
員」，專職處理減貧工作，訂立清晰減貧目標，以「基本生活保
障線」為新貧窮線，並制訂助長者脫貧措施。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樂群社會服務處舉行的慈善跑活動開幕禮時

致辭表示，本年度特區政府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為1,057
億元，較現屆政府上任前增加62%，超過教育成為支出最多的政
策範疇。她亦強調重視扶貧工作，在職家庭津貼的受惠住戶，在
三年間增多一倍。之後將會於明年下半年合併長者生活津貼的普
通津貼及高額津貼；在下一個立法年度修例落實取消強積金對
沖；全力加快興建公屋，增建過渡性房屋和為輪候超過三年的合
資格公屋申請人提供現金津貼，目前已經有五萬多戶得到這現金
津貼，希望透過不同措施和活動惠澤更多有需要的市民。

工聯倡設專職訂減貧目標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在開創新局的同時，更要關心基層當

下的生活需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香港雖然作為先進城市，
但貧窮人口持續居高不下，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香港的貧窮人口逾109萬，其中65歲以上貧窮長者人數逾39萬
人、在職貧窮人口約50萬人，扶貧政策急需改善。而在2016年
公布的香港堅尼系數為0.539，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堅尼系數卻
仍高企0.473，兩者均見45年來新高，凸顯出香港社會資源分配
不均，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建議特區政府做好資源分配政策，向
共同富裕出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已在最
新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倡專職專責，故工聯會建議特區政府應針對
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下設立「減貧辦」及「減
貧專員」，專職專責處理減貧工作。他並建議，特區政府應為減
貧訂立清晰目標，以堅尼系數為指標，確保政策的介入能將「除
稅及福利轉移後堅尼系數」減0.15，及研究以「基本生活保障
線」作為新的貧窮線，設計照顧基層基本需要的扶貧措施。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一人或二人獨居長者愈來愈
多，香港長者貧窮問題十分嚴重，特區政府在決心加大房屋供應
的同時，應以興建「加大碼」房屋單位，鼓勵市民與年邁父母同
住，互相照顧。他表示，有不少打工仔希望延長退休年齡，自食
其力，建議特區政府應鼓勵企業給予初老長者工作機會，避免初
老長者跌入貧窮。

深水埗區貧窮情況多年來未見改善，

近兩年的疫情重創各行各業，基層家庭

更是首當其衝。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對深水埗區內的基層家庭

進行調查，發現近八成受訪者認為疫

情嚴重影響到其生活，當中近三成更形

容相關的影響達10分（10為滿分）；

正因如此，受訪者感到生活壓力的十大

事項中「擔心自己健康」及「擔心家人健

康」躍升至首兩位。女青建議政府設立基

層醫療券，並指特區政府亦應設立疫情補給

站為居民提供基本口罩及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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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自己健康 68%

•擔心家人健康 67.8%

•食物價格昂貴 65.9%

•租金昂貴 58.1%
•燃料費昂貴（例如：水費/電費/煤氣費/石油氣

價格） 58%

•居住環境擠迫 53%

•睡眠素質欠佳 52.9%

•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輪候時間過長 45.9%

•公屋輪候時間長，未能上樓 45.5%

•沒金錢搬屋以改善居住環境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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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芷欣

補貼租金雜費
長者死慳伙食

香港連續7年蟬聯全球最長壽地區，
但面對退休保障不足，安享晚年並非必
然。深水埗便有為數不少的基層長者為
一日三餐打拚，每天掙扎求存；失去工
作能力的長者則只能領取綜援過活。但
有申領的長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直言，面對「年年加」的劏房租金
和雜費，加上「周身病痛」的醫藥費，
也只有死慳伙食去補貼，生活同樣困
苦。
「做到嘢邊個想拎綜援？」現年68歲

的吳太太表示，她本來在酒樓做清潔工，
惟有天在家意外跌倒後，目前右邊身變得
行動不便，自然不能工作；不幸的是其74
歲的丈夫去年亦因疫情而失業，兩老目前
唯有領取綜援過活，夫婦二人居於深水埗
一間不足100呎的劏房，月租3,800元，
業主更濫收水電和雜費。
吳太太說：「我哋兩個老人家，平時

唔點開冷氣，一個月要500蚊水電費，
業主仲要收垃圾費，每個月55蚊。之
前有工作，交完租同雜費，仲有少少鬆
動；如今綜援加上租金津貼比之前人工
少，每個月都好掹掹緊。」
她說，自己跌倒後，經常「周身病

痛」，丈夫也有「三高」，不時要到私
家醫生緊急求醫，醫藥費加上保健藥物
費平均每月都要近千元，只有「死慳」
伙食去補貼。夫婦倆目前的願望是盡快
上到公屋，「只申請了一年，因為之前
有工作所以無申請。希望能盡快獲配公
屋，租金較平，環境也較好，至少有升
降機，不用行樓梯。」

婆婆擺攤搵一蚊得一蚊
另外，社企「銀杏館」定期免費派飯

給有需要人士，年逾70歲的紅婆婆
（化名）是其中一名受惠者。「銀杏
館」日前在其 facebook 專頁發文表
示，職員有一天在深水埗街頭遇上她，
當時她忙着整理手推車上的雜物，原來
紅婆婆在區內「擺地攤」賣二手東西。
職員後來找機會與紅婆婆傾談才知她每
天日曬雨淋，望天打卦，也只能賺取數
十元。若幸運地遇上善心人，收入才有
可能超過100元；若不幸運，則零收
入。紅婆婆更向職員感慨；「這個年紀
還可去哪搵錢？如今生活開支樣樣貴，
唯有找方法搵得一蚊得一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疫增基層負擔
怕米貴更怕病

�	

●工聯會就
紓解貧富懸
殊問題提出
政策倡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70多歲的紅婆婆（化名）每天在深
水埗擺地攤。 「銀杏館」fb圖片

●●女青公布深水埗區基層家庭女青公布深水埗區基層家庭「「十大生活擔子十大生活擔子」」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左三左三））昨日出席慈善活動昨日出席慈善活動。。

● 生活成本昂貴成為市民主要負擔。
圖為市民在食肆用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八成深水埗居民認重創生活 團體倡政府設補給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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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1-27℃ 濕度55-80%

辛丑年九月十三 十八霜降

在過去10年內，YWCA三度（前兩次分別於
2012年、2016年）在深水埗區進行「十大
生活擔子」調查基層居民的生活情況。最新

一次於今年7至8月期間進行，以問卷
方式訪問深水埗區628名居民，

讓他們選出感到生活壓力的
十大事項，發現首兩

位是「擔心自己
健 康 」 及

「 擔

心家人健康」，而第三至五名依次是「食物價格昂貴」、
「租金昂貴」及「燃料費昂貴」（見表）。對比上一次於
2016年的調查，雖然首五位的壓力事項相同，但與健康有
關的憂慮躍升至首兩位。

逾七成人患精神健康問題
疫情除了增加受訪者對健康的憂慮，亦對他們的經濟有

直接的影響，有42%受訪者表示每月支出因而增加了1,000
元或以下。YWCA青年及社區服務部總主任吳翠萍指出，
疫情下不少居民就業不足甚至失業，昂貴的房屋租金、食
品價錢、水電費等生活開支對居民構成極大生活壓力，再
加上擔心染疾，導致不少市民精神健康出現問題。

調查結果顯示區內基層居民精神健康不理想，其中

75%有精神健康問題，整體精神健康總
和為16，遠超世衞組織12分的標準（世
衞組織指12分或以上有精神健康問
題），當中31歲至60歲女性平均得分
更高達18分。吳翠萍認為區內居民的精
神狀況及生活狀況應引起社會關注。

開支猛增 夫婦失眠
深水埗居民阿瑩就出現情緒低落、失

眠等精神健康問題。她一家三口在深水
埗居住了7年左右，過去6年以5,500元租
住200呎劏房的她，近兩個月因業主加租
而轉租別處，租金升至6,800元，每月水電
煤費用亦增加 400元，再加上 2,000 元至
3,000元為小朋友補習的教育開支，每月「硬性

開支」已達近萬元，惟原本是家庭經濟支柱、從
事餐飲業的丈夫由月入逾兩萬元卻因疫情失業，需修

讀就業培訓課程轉行為技工，收入變得不穩定，試過今
年有3個月以上沒有工作。阿瑩目前每周約數天幾個小時的
兼職，加上丈夫不穩定的收入，每月家庭僅有萬多元收入。
阿瑩表示，昂貴的租金及家庭開支令她和丈夫都感覺壓力

非常大，曾試過每日只限制自己用80元買菜控制開支：「臨
交租時會好驚，自己經常失眠、偏頭疼，丈夫亦有好大壓
力，都有瞓唔着的情況。」阿瑩表示希望盡快入住公屋，改
善生活狀況，「2015年排公屋排到家，想快點上樓。」
YWCA建議，特區政府應延長現時8星期食物援助服
務、設長遠食物援助方案，如成立食物合作社提供廉價食
材，以及推動就業培訓課程、增加就業機
會、設立失業援助金等；亦應設立疫情補
給站，提供基本口罩供應，以及設立基層
醫療券等。至於紓緩居民昂貴租金方面，
YWCA指政府應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及立
法劏房租務管制，亦應加快興建公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