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地私建健身園 街坊拒清場
蒐逾2500人簽名反清拆 鄭泳舜：主教山不應「拆咗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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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石硤尾主教山一大片官地，十多年前被晨運人

士開墾放置佛像，以及單槓架、鞦韆等康體設施，單是

乒乓球枱數量已快速增至近30張，月前政府部門張貼公告要求

移除相關構建物或雜物。昨日是「清場」限期，數十名有份參與

興建這個「後花園」的街坊大清早齊聚山頭嚴陣以待，雖然政府

部門昨日最終未有清場行動，但居民表示會每日守候，並已收集

2,500多名街坊簽名反對清拆。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為，深水埗

一帶多年來欠缺休憩空間，促請政府在保育主教山配水庫之同

時，一併活化山上用地，為街坊做好規劃設置，而不是「拆咗見

唔到就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
主教山屬政府土地，2017年水務署
曾派員在鐵網上張貼告示，指出鐵
網範圍內屬水務署重地，嚴禁進
入。但不少晨運客為延續健身習
慣，依然有大量行山人士進出「禁
區」，之後水務署亦甚少派員上山
巡查。及後經區議員反映街坊訴
求，水務署逐漸解封「禁區」，自
此以後愈來愈多晨運客自攜康體設
施上山，惹來外界憂慮有關官地被
街坊「霸吓霸吓」，隨時變成「逆
權侵佔」、反客為主。
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選委會界別

議員江玉歡指出，根據現行法例，
官地的「逆權侵佔」時效為 60
年，認為街坊只是近十年才在上址
擺放康體設施，不足以構成「逆權
侵佔」，「要構成『逆權侵佔』，
當事人必須實質佔有該地，單是放
部單車，即使每日都來踩，也不太
算實質佔有以上土地。」
江玉歡認為，政府是次忽然下令

「清場」引起街坊阻力，緣於政府
部門與街坊之前一直欠缺溝通，
「政府要求街坊拆走部分設施後改
為鋪設一條新路，試問有幾多晨運
人士真係會用這種路？政府如果能
夠應街坊要求，清拆後重建康樂設
施或公園，街坊用得其所，就唔會
有阻力啦。」
一向關注主教山議題的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直言深水埗區一帶欠缺休
憩空間，以往他曾向有關部門反映
街坊需求，建議政府部門好好跟居
民溝通，共商可行的替補方案，既
能解決霸地問題，又能應居民需求
興建社區設施，才是雙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文署轄下體
育設施「炒場」情況嚴重，有「黃牛黨」以電
腦程式預訂康體設施作炒賣用途，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為杜絕有關情況，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
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取代現有「康體通」
電腦預訂系統，可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發現
有不尋常預訂情況便即時攔截，防止「黃牛
黨」以程式包攬大部分場地，預料新系統明年
起分階段運作。
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昨日書面回覆立

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提
問時指出，2020年及2021年，「康體通」系
統處理的康體設施總預訂時數為 1,817,000
個，節數為2,957,000個，當中未取場但沒有

取消預訂的個案，則分別約有 28,500 宗和
48,200宗。
針對有人用電腦程式搶場地的問題，他透

露署方正開發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
引進新一代抗機械人程式方案，能過濾機械
人程式軟件，具備人機識別及學習引擎，有
不尋常預訂情況時即時分析及攔截，防止程
式預訂。新系統在先到先得的分配機制上，
亦可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加入以
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的新功能，先以抽籤
方式預訂和分配場地，剩餘段節則按現行機
制分配。
為加強核實租訂人身份，使用新系統須實名

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才能預訂場地；透過「智

方便」進入新系統時亦須實名登記和綁定手
機，避免炒場人士以他人「智方便」身份預
訂，且租用人亦須親身簽場以防止濫用場地。
新系統將分兩個階段進行，預計首階段的核心
功能及第二階段優化功能，將分別於明年及後
年投入運作。
另外，康文署2020年10月底經公開招標，

委聘天津貓眼微影科技有限公司為城市售票網
提供新一代票務系統及營運服務，陳積志表示
「貓眼」已完成新系統分析及設計，現進行系
統開發及功能測試，新系統會大幅提升系統容
量，以便更有效處理受歡迎節目開售時用量激
增的需求，並有加強防止透過電腦自動程式購
票等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持續兩
年多，不少打工仔因確診或檢疫或要隔離，無
法上班。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僱傭修訂條例，
僱員隔離或檢疫可享有有薪病假，證明文件不
再只限是醫生紙，電子版的隔離或檢疫令亦認
可，僱主亦不能因此解僱未能上班的員工，惟
當中亦包括如果打工仔拒絕接種疫苗，又未能

提供充分醫學證明，僱主解僱他們會視為正當
理由。修訂條例會在政府刊憲當日生效，但不
設追溯期，即法例生效前受影響的上班一族不
能作出追討，法例亦會在疫情受控後廢除。
在昨日的立法會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

穎指，之前的染疫個案無法處理，嘆「草案的
功效大減，但遲到比缺席好。」勞聯議員林振

昇則指，今次是「含淚」支持通過草案，「過
去不斷向政府爭取設立追溯期，以保障之前一
直遵守防疫規例的打工仔，惟政府始終不願意
採納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有追溯力的

話，可能將本來合法的情況變成不合法，出現
勞資雙方皆未能預見及難以處理的情況，既容
易引起混亂亦不合理。」有商界議員則關注虛
報問題，羅致光提醒巿民「切勿虛報個案、勿
以身試法。」

僱員隔離或檢疫享有薪病假

康文署推新系統過濾「機械人」訂位

主教山地勢不高，位置在界限街
旺角段以北，東面連接大坑東

蓄洪池遊樂場及棠蔭街，北接窩仔
街、近石硤尾站，西面則連接巴域街
的學校區域，滿山被放置大量康體設
施及佛像。居於太子區的芳姐是主要
牽頭人，她昨日帶領香港文匯報記者
上山巡察，「神壇上的佛像是街坊們
搬屋後放在山頭，晨運客好心建個佛
枱以示恭敬，𠵱 家要我哋拆走，唔通
丟晒佢咩？」
至於康體設施，她透露是晨運客見
康文署健身室的設施用足十幾年，又
殘又舊，「街坊於是自發將健身單
車、乒乓球枱搬上山畀大家用。」

集資鋪樓梯 義工執垃圾
在芳姐呼籲下，不少晨運客加入
行列，見有二手的健身器材或乒乓
球枱，就想辦法用螞蟻搬家的方式
抬上山。街坊梁小姐坦言：「大家
自掏腰包買水泥、紅磚鋪出200多級
樓梯，街坊行上山更方便，又搬來
水桶供街坊洗手，每天清晨更有義
工自發前往掃樹葉、執垃圾。」
她們表示，居民將改建後的「健
身園」打理得井井有條，不收分

文，「即使年前颱風『山竹』襲港
吹倒山上多棵大樹，街坊也自發上
山清理塌樹，清足兩個月，因為大
家都當咗主教山係第二個家。」
如今政府一聲令下叫清場，街坊陳
先生說：「我哋清楚知道主教山是官
地，唔會霸，亦無心與政府為敵，但
清場之同時，可否同街坊好好傾，而
不是貼張紙就叫人走啦。」
居民表示會每日派員視察，若發現
政府部門有何動靜，便會號召街坊上
山守護，另外他們已收集2,500多名
街坊簽名反對清拆。
政府部門昨日在清場限期屆滿前也

沒有派員行動，香港文匯報就此向民
政事務總署查詢。總署發言人重申上
址屬政府土地，任何人未經許可於該
處搭建構築物及相關設施或堆積雜物
均屬違法，政府會適時按相關法例採
取跨部門跟進行動。
發言人表示，深水埗民政事務處計

劃於主教山近石硤尾健康院的上山入
口處及山頂的涼亭進行美化工程，包
括平整地面、加設座椅和適合市民使
用的休憩設施等，希望透過改善和美
化工程，為遊人提供一個更安全及優
美的休憩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午出席「地區康健中心──基層醫療健
康新里程」典禮時表示，地區康健中心
或地區康健站已分布全港14個地區，
未來數個月內亦將涵蓋其餘四區，即
黃大仙、元朗、南區和荃灣，在今年
達至「全港18區全覆蓋」，作為推動
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協作的重要硬件。
她指出，全港18區設立地區康健

中心或地區康健站是完善醫療系統
的新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必須為
整個醫療策略帶來一個新轉變、新

氣象，扭轉現時「重治療，輕預
防」的醫療體系和風氣，以應對本
港人口持續快速老齡化的種種挑
戰。「眾所周知，慢性病會為醫療
系統帶來長遠負擔，亦不利於提升
市民的健康。因此，我們希望通過
基層醫療健康體系的改革達至三大
目的，分別是：預防慢性疾病；及
早識別有慢性疾病的病人，以提供
合適治療；以及及早發現和管理慢
性病相關的併發症，以減低慢性病
病人因併發症而入院的機會。」

康健中心已分布全港14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地區康健中心——基層醫療健康新里
程」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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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晨運客搬來近30張乒乓球

桌，吸引街坊上山切磋球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二手健身單車成為主教山上
晨運客的最愛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近棠蔭街公園涼亭附近的神壇已擺放數年，月前被當局下令清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芳姐與一眾義工於2018年自發買來磚頭鋪設一條「同心
徑」，方便晨運客登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連同葵青區議
員郭芙蓉辦事處舉辦「劏房基層青年送暖」暨第十輪「粵港同
心，十區聯動，抗疫送暖」行動，向250戶派發愛心福袋及探
訪10戶劏房家庭。同時，總會開展「基層50問」計劃，深入
了解劏房戶，尤其是劏房青年的訴求，為他們發聲及解決問
題，喚起社會對他們以及其他弱勢社群的關注，將愛和積極正
能量散發出去。
大灣區青總透過郭芙蓉議員辦事處向葵青劏房戶捐贈了近
5,000份支援物資，物資均由總會及香港廣東各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首席會長戴德豐捐贈，包括食品、食用油、兒童口罩、面
罩、快速檢測套裝等，這些支援物資由大灣區青總義工親手包
裝成250個愛心禮盒及福袋。

劏房戶盼失業者獲更多支援
其中一戶受訪劏房戶梁女士表示他們為5人家庭，她與丈
夫、3歲及9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同住一間狹窄的房間，夫婦
有時候甚至要「打地鋪」。她看見議員及總會義工前來探訪及
提供的物資援助十分感動，更不禁落淚。梁女士兒女逐漸長
大，極需要一個獨立的成長空間，但他們已經申請公屋近6
年，至今仍未獲配公屋。她希望政府可以加快配屋，並告知輪
候人士配屋進度，讓他們盡快改善生活環境。
另外一個受訪劏房戶為3人家庭，房內僅僅能放下一個床位，
猶如置身於一個箱子裏，天花板滲水亦只能用膠袋及報紙封蓋
裂縫。住戶韋先生從今年3月確診新冠肺炎直到現在仍處於失業
狀態，他的妻子為家庭主婦，兩人育有一女，作為家庭頂樑柱
的他，生活壓力百上加斤。他希望政府能為失業人士提供更多
支援，亦希望盡快分配公屋，紓緩劏房戶在疫情下的壓力。
此外，劏房戶陳女士與丈夫及兩個兒子同住。大兒子21
歲，小兒子17歲，兩人均有聽力障礙，夫婦除了擔憂房屋問
題之外，還要憂心兒子未來就業問題。劏房戶楊女士與丈夫二
人同住，丈夫早前進行腹部手術，至今仍失業。他們均希望政
府能給予更多援助，並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大灣區青總主席吳學明在探訪過程中，看見劏房家庭的苦況
亦感到十分難過。他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家庭，尤其是劏房青年。葵青區議員郭芙蓉亦希望政府要正視
劏房青年的狀況，未來能加快建屋，讓劏房困難戶早日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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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青總主席吳學明大灣區青總主席吳學明((左二左二))，，副主任王可文副主任王可文((右二右二))、、凌芷凌芷
欣欣((右一右一))與葵青區議員郭芙蓉與葵青區議員郭芙蓉((左一左一))向劏房戶送上愛心福袋向劏房戶送上愛心福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