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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重建鬆綁
申請24載終過關

本報揭審批繁複 勞福局介入助掃「攔路虎」

青松安老院位於道觀內的晚晴
樓，採用中式設計，樓高3層，目
前住有60位長者。建於1970年的晚
晴樓樓齡已有52年，配合觀內的亭
台樓閣及中式園林美景，透出陣陣
仙氣。然而只要走近一看，不難發
現晚晴樓外牆出現多條又長又深的
裂縫。走進樓內一看，發現各樓層
的牆身均出現油漆嚴重剝落。

無升降機 長者上落不便
除了日久失修，最令院友感到困

擾的是院舍屬舊式設計，沒有升降
機，長者上落只能行樓梯。青松安
老院院長陳萃菁表示，曾有人提議
將行動不便的長者搬到地下樓層，

省卻長者上落樓梯的不便，但由於
護士室設在一樓，為方便貼身照顧
健康狀況較差的院友，唯有安排他
們住進一樓，其他仍能勉強活動的
長者則住樓上，但每次出入都要上
落樓梯，難度可想而知，「長者們
多數有腳痛問題，要佢哋行咁多樓
梯當然唔方便，唯有用樓梯機輔
助。」
除欠缺升降機外，由於房間採用

舊式板間房設計，房門與間板都未
能伸延至天花板，只能掛上膠簾作
遮擋，隔離效果不如人意。
早前爆發第五波疫情時，間板無

法阻隔病毒傳播，院內有十多名院
友確診，幸好最後全部康復。

遠觀園林仙氣 近看牆裂漆落

今日是傳統敬老的重陽節。香港文匯報早前揭政

府部門對於安老院舍興建或重建計劃的審批制度架

床疊屋，報道刊出後有關問題明顯改善，多間院舍

工程消除不必要障礙提速上馬。有52年歷史的屯

門青松觀附屬的安老院，多年來受滲水、石屎剝落

等樓宇老化問題困擾，唯重建計劃24年來一波多

折，早前經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介入與各政

府部門協調後，重建計劃書終在8月底獲批。該安

老院負責人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院舍

業是建築規劃的門外漢，面對僵化的審批制度十分

無助，經常跌跌碰碰浪費時間，冀特區政府成立統

籌部門，協助業界掃除重建路上的攔路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愈來愈嚴重，安老院舍一位難
求。為增加長者宿位，部分安老院舍業界人士紛紛提
議修訂《安老院規例》，放寬對安老院施加的離地高
度限制，惟特區政府一直採取保守態度。
根據《安老院規例》（第459章，附屬法例A）

第二十條規定，安老院的任何部分所處高度，離地
面不得超過24米，理由是基於保障長者住客安全
的考慮。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
員謝偉銓認為有關條例沿用多時，有必要與時並進
作出檢視，不過由於條例涉及走火逃生問題，事關
重大，相信政府部門傾向採取保守態度，不會輕易
放寬。
謝偉銓分析，不少長者住客需使用輪椅甚至長期臥

床，一旦遇上火警或緊急事故，逃生時需他人協助，
消防員和救援隊伍要護送大量行動不便及體弱的長者

疏散到地面的難度不低。因此訂明安老院的高度限
制，有助保障長者在火警或緊急情況下的安全，亦可
有效縮短消防人員前往拯救或疏散的時間。
既然向高發展有限制，謝偉銓提議在建築設計時可

考慮橫向發展，或在設計圖則時將社區設施搬到較高
樓層，騰出下層的空間作長者宿位。

入紙8年彈回頭 做法不理想
至於有院舍在入紙申請近8年後才獲告知設計藍

圖的地積率不足，被署方要求需自行構思增設社福
設施，謝偉銓認為政府部門有關做法並不理想。
他建議跨部門協調院舍增設設施，「申請者根本

無規劃能力，社署應主動聯絡相關部門做好協調，
而唔係踢返個波叫申請者自己諗，呢個先係提升管
治新風應該做嘅事。」

青松安老院自1998年起萌生重建計劃，過程反反覆覆，只苦了住
院長者。青松觀社會服務部策劃及統籌主任周國雄憶述，據1998年
時的估算，重建工程費高達800萬元。當時，青松觀董事局向社署
提出以獎券基金申請撥款資助，惟當年正值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
暴，特區政府財困暫時擱置該計劃，反建議院方根據安老院舍發牌
制度申領牌照，待一切完成後再申請重建。
院方其後按政府的建議申請牌照，於2004年成功取得安老院舍牌
照後重新入紙申請重建，並花費40萬元聘用顧問公司撰寫可行性研
究報告。惟發現安老院院舍竟跟青松觀大殿一併被列為二級古蹟建
築群，不能輕易拆除。5年後，他們無意中發現政府將安老院舍所
在的3幢建築悄悄剔出古蹟建築群內。董事局於是着手重推重建計
劃，遇上政府推出「特別計劃」，以為是重建的捷徑，沒料同樣困
難重重，到今年8月才通過「特別計劃」的第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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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重建路漫漫
社署唔急院舍急
何啟明介入 青松安老院獲准建新拆舊

重建一波三折 苦了院友

重陽節前夕，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位於晚晴
樓的青松安老院，彷彿回到上世紀七十年

代，但細心觀察就發現已剝落的牆身、斑駁的
渠管，無不留下歲月的痕跡。青松觀社會服務
部策劃及統籌主任周國雄直言，老化問題一直
是該院的「痛點」，「不論院友、家屬，以至
董事局都希望院舍盡快重建。」
他憶述，早在1998年，青松觀董事局已萌生

安老院重建計劃，但申請過程障礙重重；直至
2013年政府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
劃」(下稱「特別計劃」)，賣點是特事特辦加快
院舍興建計劃的審批流程。董事局一度以為曙
光在望，翌年參加該計劃並委託顧問公司撰寫
計劃書，擬在院舍對出空地興建一幢樓高6層
的第一期院舍，待工程完成後，將居於晚晴樓
的60名長者安置到第一期院舍；而騰出的晚晴
樓及旁邊兩幢職員寫字樓則一併清拆，再重建
成樓高6層的第二期院舍。兩期院舍落成後，
宿位數目由原來的60個大增至300個，顧問公
司提議青松觀側門入口進行路面擴闊工程，建
成一條緊急通道。

項目統籌處解散社署嘆慢板
整個重建計劃乍聽並不複雜，一眾人也以為
計劃書很快獲批，詎料等了一年多也音訊全
無。直至2016年收到政府消息，指各部門審閱
有關計劃書後，均沒有太大意見。以為即將水
到渠成之際，突然統籌該「特別計劃」的政務
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被解散，
相關統籌工作交由社會福利署跟進，自此審批
工作便「龜速」進行。等足三年多才獲社署通
知，指計劃書內建議設立10多間單人宿位房間
的設計不符申請指引，要求修改。周國雄形容
恍如晴天霹靂，「計劃書2014年已提交，點解
社署一直無提出問題，5年後先講？」
雖然萬般無奈，但院方還是屈服，將單人房
修改為雙人房後於2020年6月提交修訂計劃，
之後卻一直石沉大海。社署是否「收貨」？還
有其他障礙嗎？周國雄多番打聽，得到的回覆
都是疫情影響工作，着他耐心等待。

地積比未用盡 竟倡青老共存
再收到消息時已是去年，社署通知該計劃書

又有新「問題」，署方糾結於重建計劃的地積
比僅1.13，未夠地盡其用，要求增加設施或宿
位。周國雄十分無奈：「我們只懂營運安老院
舍，並不懂規劃，試問怎會曉得該加些什麼設
施呢？」院方想了良久，提議加建老人中心，
卻被署方以青松觀位置偏遠，以及興建老人中
心恐客源不足為由反對。署方反建議院方增加
青年宿舍或過渡性房屋設施。
周國雄說：「一聽真係呆咗！老人家一般晚

上7點瞓覺，作息時間同年輕人完全唔同，兩
者點樣共存？點樣同時管理？」
為免計劃一拖再拖苦了院友，院方曾聯絡時
任立法會議員林智遠，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
啟明馬上作出跟進。隨後，香港文匯報揭「特
別計劃」自2013年推行以來成效不彰，引起有
關部門關注。何啟明曾兩度親自到青松觀考察
了解情況並與管理層會面，他提出兩大方案拆
牆鬆綁，包括將第一期安老院舍由6層加至7
層，令地積比由1.13增至1.31，宿位增至336
個；他並建議撥出青松觀側門旁的部分官地納
入觀方範圍，以便興建全新的緊急通道。
院方遂依照指示再將計劃書遞入社署，終在8

月24日獲批准。周國雄坦言院方上下為此鬆一
口氣。回望重建之路，周國雄坦言比想像中漫
長，幸現屆特區政府急市民所急。
他客觀指，當年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

及項目統籌處未解散前，申請過程是暢順的，
有專人協助申請者解決規劃工程的技術問題，
也省卻申請者逐個部門走程序的苦惱。他建議
政府重建統籌部門，加快院舍興建計劃，紓解
香港院舍宿位緊絀的問題。

◆◆有逾半世紀歷史的晚晴樓已破舊不堪有逾半世紀歷史的晚晴樓已破舊不堪。。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周國雄認為晚晴樓急切需要盡快重
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房間是板間房，房門與間板都未至天花板，
只能掛膠簾作遮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業界倡放寬限高 議員：可橫向發展

◆青松安老院院長陳萃菁表示，
晚晴樓外牆出現多條又長又深的
裂縫。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院內沒有升降機，長者出入只好靠
樓梯機。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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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樓經歷半世紀風霜晚晴樓經歷半世紀風霜，，各樓層的牆各樓層的牆
身均出現油漆嚴重剝落身均出現油漆嚴重剝落，，不少院友都渴不少院友都渴
望盡快重建望盡快重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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