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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津難抵屋租 四成長者自付差額
現居租金中位數達3550元 綜援租津2515元差得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是一年一度的長者日，宣揚

「老有所養、老有所居」的精神，但香

港仍有不少基層長者的居住環境極差，

上樓遙遙無期，未能過「安居養老」的

生活。 一項針對居於不適切居所的長者

的調查發現，受訪長者輪候公屋的時間

過長，他們現時的居所租金中位數高達

3,550元，遠高於現時綜援一人租金津

貼的2,515元。調查並指40%受訪長者

「超租津」，只能外出工作或抽出積蓄

以支付租金。負責調查的社區組織協會

指，長者居所普遍安全隱患大，跌倒情

況嚴重，而因「體恤安置」計劃審批準

則嚴苛，不少體弱、貧窮長者沒法申請

成功而加快上樓，促請政府正視並解決

有關問題。

特刊

中國太平日
免費電車乘車日 全城同樂遊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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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集團工會主席張惠萍、太平香港行政總
裁黃朝輝、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張

夏令、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及營運總裁王弘瀚等人一同
為「中國太平日」活動進行揭幕儀式，誠邀市民乘坐
電車暢遊港島，全城同樂，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黃朝輝致辭時表示，香港電車從1904年起便一路

見證了香港的興旺發展，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了實惠愉
悅的搭乘體驗。本次活動的初衷是希望全港享受免費
「遊車河」樂趣，真正體驗到「美好生活」的簡單快
樂，中國太平會繼續堅持使命，致力相伴市民邁向更
美滿將來。他自信地說，讓大家共同邁步登上歷經百
年仍穩步向前的電車，齊心祝願香港明天會更好！
他續指，太平香港扎根本港72年，始終與香港同
發展、共繁榮，為積極保障香港社會和民生發展作出
重大貢獻。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太平與香港社會
守望相助，同心抗疫，共克時艱，通過捐贈物資，研
發防疫產品等，積極抗擊疫情。太平香港盼望通過這
次活動能為全港市民帶來更多歡聲笑語，為社會抗疫
加油打氣，推進香港社會各界團結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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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為慶祝成立92周年，境外旗艦財產險子公司——中國太平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平香港」）於11月20日舉辦「美好生活 太平相伴」

免費電車乘車日，市民可在當日無限次免費搭乘全港130輛電車暢遊港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
為響應昨日「長日」，巴士、
港鐵、渡輪等多項公共交通工具
均向65歲或以上長提供免費
乘搭優惠，康文署轄下的泳池、
博物館等亦向長免費開放；海
洋公園、天際100觀景台和中環
摩天輪等景點亦推出特別優惠，
除了長可免費參觀遊覽外，同
行亦可享優惠票價。有長表
示，充分利用了「長日」優惠
遊覽香港，「哪裏有優惠就去哪
裏。」
本港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均於

昨日向年滿65歲的長免費開
放乘搭，長只需出示長卡或
身份證明文件，毋須拍卡或付費
即可乘搭電車、新巴城巴和天星
小輪。至於港鐵、九巴和龍運巴
士，則需要使用長八達通，但
不會被扣除車費，另有部分專線
小巴線和新渡輪航線亦讓長免
費乘搭。

可憑長者卡換海園門票
除公共交通工具外，不少景點

與公共設施亦向年滿65歲長
及陪同提供特別優惠。康文署

轄下包括泳池、博物館等在內的
文娛設施，向長及一名同行親
友免費開放。海洋公園亦讓年滿
65歲長可憑長卡、身份證
明文件免費換領即日門票一張，
長的一名陪同則可以優惠價
錢購買即日門票，相關優惠和到
訪毋須經網上預約；天際100觀
景台讓持有長
卡人士可全日免
費入場，同行的3
名親友則可以優
惠價40元購買即
日門票；位於中
環的香港摩天輪
亦免費開放予長
遊覽。
不少長趁機

結伴外出。長
表示，昨日乘搭
多款交通工具都
不需要付錢，趁
機乘搭電車又搭
渡輪過海遊玩，
「 哪 裏 有 （ 優
惠 ） 就 去 哪
裏。」郭太太則
藉機前往坪洲拜

神，興致勃勃的她更利用長優
惠參觀更多景點，「還想去M+
博物館，到外圍看一下建築
物。」
另外，社署亦推出「長日消

費優惠」活動，長卡持有人可
在全港1,400多間食肆及零售店享
有消費折扣或其他形式的優惠。

「長者日」免費坐車「老友」結伴同遊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持續近兩
年，本港經濟創傷尚未復原，惟
能源價格飆升、燃氣發電成本亦
增加，對電費構成加價壓力。特
區政府早前批准兩電明年起加
價，中電加5.8%，是9年新高；
港燈加幅7%，更為16年最高。
香港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郭振華

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建議
兩電考慮區域合作。此外，長遠
需要考慮核能發電，以達至碳中
和目標。
郭振華表示，香港及整個廣東

省並非地震敏感帶，兩電應考慮
能否作出長遠的投資和共同發展
類似大亞灣的作業模式，長遠需

要考慮核能發電，令香港在「零
碳經濟」上無須完全依賴天然
氣。
他又指，兩電明年電費加幅是

源於國際燃料價格上升，若要使
用更多零碳能源，發電成本上升
是無可避免，但強調兩電明年的
電費加幅，已較倫敦等地方低。

專家倡兩電合作 長遠可考慮核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本港6個數碼電視節目台
將由下月1日零時零分起轉用
新發射頻率廣播，通訊事務管
理局辦公室昨日強烈呼籲尚未
安排承辦商調整大廈公共天線
系統的業主及物業管理，須
在餘下限期內行動，否則住戶
可能於當日凌晨後無法繼續收
看有關節目台。

該6個數碼電視節目台是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的翡翠台81、香
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的ViuT-
Vsix 96和ViuTV 99，以及香港
電台的港台電視31、港台電視
32和港台電視33。其他數碼電
視節目台（即76、77、82、83、
84及85）的發射頻率維持不變。
通訊辦發言人表示，迄今全

港約有90%使用公共天線系統

的多層大廈住戶已完成調整。
發言人提醒業主及物業管理
，當承辦商完成公共天線系
統調整後，應按照承辦商指
示，通知住戶是否需要為其數
碼電視接收器材重新搜台。
至於使用自設天線的住戶（包

括居於村屋、平房、唐樓的住
戶），暫時毋須調整其數碼電視
接收器材或天線。

6數碼台將轉用新發射頻率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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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劏房 6969%%
板間房板間房
1515%%

不適切居所長者情況

床位或籠屋 7%

天台屋 2%

其他 7%

長者工作原因（可選多項）

目前全港公屋輪候冊上有逾2.2萬宗長申請，
截至今年9月底，單身長輪候時間高達3.8

年，與2014年的1.7年相比延長超過一倍。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於今年10月至11月成功訪問了190名60
歲以上居於不適切居所的長，了解其居住環境及
需要，調查發現長住戶租金中位數高達3,550
元，而現時綜援一人租金津貼僅有2,515元，遠追
不上私樓租金水平。調查並指有40%受訪「超租
津」，只能外出工作或抽出積蓄以支付租金。

「體恤安置」難申請 逾半失敗
調查顯示，約50%受訪表示行動不便，其中多
達70%居於沒有電梯的單位中，被迫需行樓梯出
入。同時，近30%受訪指過去一年曾於單位或樓宇
內跌倒，可見長居住不適切居所的安全隱患不小。
調查並指，80%受訪患有慢性疾病，嚴重的個
案更罹患癌症，惟多達90%體弱受訪不知道可透
過「體恤安置」加快上樓。即使有向醫務社工或醫
生提出希望參與計劃，亦有逾半申請不成功，因
計劃審批準則嚴苛，申請人需「過五關斬六將」，
經過個案社工推薦，以及醫生的證明住屋環境不善
導致長病情惡化的推薦信，他們往往因為社工評
估條件太苛刻，或醫生不願上門家訪評估而非常難

同時拿到兩，因此沒法成功申請。

「上落好困難好辛苦，行到腳震」
現年69歲的曹先生昨日在記會上訴說家庭困

境時表示，他去年因中風導致行動不便，出入需持
手杖出入，他與妻子及女兒居於深水埗一棟沒有電
梯的唐9樓劏房內已近8年，現時每次上落均耗時
長且非常辛苦，「上樓落樓每次都要二三十分鐘，
每次上落都好困難好辛苦，行到腳震，頂唔順，所
以一個星期最多出去幾次。」
曹先生中風前有工作，中風後妻子需照顧行動不
便的他，女兒仍在就讀中學，家庭「零」收入，只
能靠綜援維持生活。他說：「中風後唯有申領綜

援，上個月才獲批，每月1.2萬元。」他表示，已
沒有多餘閒錢去租住有電梯的單位，曾申請過「體
恤安置」計劃希望加快上樓，但因社工不同意批核
而沒有成功，「社工唔肯寫推薦信，話無咁易批，
但我中風行動不便兼住9樓，家庭無收入都申請唔
到，究竟如何才能申請？」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表示，長有特

殊需要，特區政府應在長的房屋及福利政策方面
進行放寬幫助基層長，包括提高一人租津至可負
擔劏房水平；放寬容許輪候一年或以上長可領取
現金津貼；放寬「體恤安置」的審批標準；以及放
寬長申請過渡性房屋至一年等，令他們能夠真正
的「安居養老」。

行動自如行動自如
4848..0707%%

行動不便行動不便，，
但不需使用但不需使用
輔輔助器材助器材

3636..4646%%

行動不便及需使用手杖/
助行架 14.92%

行動不便及需使用
輪椅 0.55%

長者自評行動能力

資料來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芷欣

●69歲長者曹先生一家三口居住在七十幾呎劏房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長者日」優惠概覽。 大公文匯全媒體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