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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到燶蝸居豬欄窮到燶蝸居豬欄

▼豬欄改造的鐵皮屋內光線
昏暗，裸露的電線令住戶十分擔心。

▼李先生家的
大門只是一塊簡單
的鐵皮，颳風時寒氣就由
門四周的空隙湧入屋內。

◀雨後豬欄
周圍的水溝
中 滿 是 積
水，滋生大
量蚊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廣濟）寮屋及豬欄等最易被人遺忘的基層市民，定期獲「愛義同行義工
團」探訪。創辦人及主席李詩琪表示，義工團的成立緣起2019年黑暴期間，她與一班朋友組織
起來撐警，後來疫情爆發，遂轉型幫助有需要的市民，2020年初創辦至今已由當初的十幾人擴
展到目前有100多位義工，一年多的時間舉辦超過100次探訪活動，為香港社會帶來一絲溫暖。
義工團的探訪活動，從疫情嚴重時期派發防疫物資，到後期探訪長者、寮屋住戶等，雖然

多數活動是和一些機構合辦，但由於無固定地點進行統籌，因此不少時候要靠李詩琪和一班
幹事及朋友們抽空協作完成，「好感謝一路上陪伴我的幹事和義工，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以及機
構，但目前單靠我的力量已經很難支持義工團繼續幫助更多人的目標。」
對義工團來說，目前最大問題是物資匱乏。李詩琪表示，過去所有的物資基本都是靠她向不

同朋友和組織求助，以及部分社福機構捐贈，「曾試過幾十斤大米，我哋都分裝希望送給更多
有需要的人。」
然而，現有獲取物資的渠道並不足以支撐他們，李詩琪以新冠患者為例，「多數患者確診頭三

日是最辛苦的，但有時我們並不能及時拿到物資，等到第四日再送給患者，已經過了雪中送炭的
時間。」
除物資以外，空間也是義工團面對的另一大困境，李詩琪說，「我們沒有專門的辦公室和辦事

處，因此物資的存放、活動的籌備等各項工作幾乎都是在我自己或個別義工家中完成。」她希望政府
考慮在屋邨互助委員會解散後，騰出的辦公室出租給民間團體作非牟利用途。
李詩琪坦言，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該義工團，並希望更多人能關注和支持義工，能一同參與到助人為

樂的事業，「未來希望能將我們的助人行動由沙田、新界擴展到全港。」

義工團贈藥送食 籌措生活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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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強烈熱
帶風暴「尼格」吹襲下，天文台昨午1時40

分改發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屬
1946年有紀錄以來第3次11月
發出8號風球或以上，不少
打工仔返工「櫈未坐暖」
就提早迫車放工，也有離
島市民未能及時趕上
「尾班船」，需要到
酒店或親友家暫
住。天文台凌晨表
示，8號風球會至
少維持到今晨5
時。
8號風球發出
後，大批市民
能在午膳時間
提前收工，各
區巴士站及港鐵
車站月台擠滿候
車市民，除有巴
士因客滿而不埋站
外，部分港鐵車站
月台亦有乘客未能擠
進車廂，港鐵及巴士公
司需要增加班次疏導排隊
人龍。
另一方面，不少市民趁正
式掛8號風球前趕至街市或超市

買餸，但亦有人趁機外出感受「秋颱」威
力，其中有人專程到柴灣杏花邨岸邊一心觀

賞巨浪，但未見大浪或白頭浪，甚至
連風力及雨量也非常微弱，因

而大感失望。
根據資料，「尼格」是
50年來首次在11月發出8
號風球或以上，亦是自
1946年有紀錄以來第3
次，對上兩次分別為
1972年「柏美娜」的8
號風球，以及1954年
同叫「柏美娜」的9號
風球。
不少市民擔心反常
天氣或與「拉尼娜」
事件有關，香港氣象
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認
為，「拉尼娜」事件
只是因素之一。他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秋冬之際「掛8
號波」罕見，相信主要
受太平洋海水溫度上
升，適合熱帶氣旋形成

有關。另外，世界氣象組
織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北

半球或出現連續三個「拉尼
娜」冬季。

香港經歷高溫夏日、最熱重陽節後，昨日再受史

上第三個11月懸掛的八號風球「尼格」吹襲，住在

惡劣居所的基層市民剛熱烤完，又面對風吹雨打。

香港文匯報採訪新界西洪水橋一帶豬欄租客，該處

幾十年前住的是豬，今天住的卻是人，鐵皮蓋頂、

電線縱橫交錯，居民屋漏兼逢連夜雨。蝸居豬欄近

7年的李先生表示，每次打風對他來說都是「恐怖」時刻，由於房屋

幾乎全部由鐵皮及木板間隔而成，狂風經窗邊門隙吹入屋，雨水滲屋

甚至有觸電危機，但他們都說：「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有錢邊個

想住豬住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洪水橋一帶的豬欄自從無人養豬後，就被業主加建鐵皮，出租予數十戶人家居住，多數都是長者，人人都有難以啟齒的入住理
由。44歲的李先生或許是豬欄最年輕的獨居住客。走入他的住所，確實難以想像香港竟有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屋的兩邊除
了豬欄原有的石屎矮牆，屋頂、單位間隔等幾乎全部採用鐵皮及木板搭建而成。昨日在「尼格」吹襲下，雨狂打鐵皮，

狂風亂拍門戶，李先生坦言：「每次打風都好恐怖。」
他指出，住在普通樓房內的居民或許很難想像風吹雨打令人徹夜難眠的感受，「每次打風，都會聽到
鐵皮作響，風就由各個地方的空隙吹入屋內，甚至樹枝、樹葉都會吹入屋內。」

暴雨下漏電停電不罕見
除了風，雨水也是他的噩夢，由於豬欄改建混亂，諸多電線雜亂無章地懸掛在天
花和牆壁上，暴雨下雨水經窗邊門隙滲入屋內，淋濕電線，漏電、停電時有發
生，甚至試過整晚停電，「就算電線出面有層膠，始終都唔放心，停電事
小，最主要怕觸電，沖涼時也要擔心水是否會濺到電線。」

惡劣天氣下，險象環生，即使風和日麗之時，該處幾近「與世隔絕」，
居民出入要徒步近半小時才能到最近的巴士站。李先生說：「有次打風凍
到感冒，家中無藥時，都要在風雨中行20分鐘才搵到地方買感冒藥。」
住豬欄，原來租金也並不便宜，李先生所住的「這間房」月租3,000
元，水電加起來的每月雜費1,000元。李先生坦言，自己不是沒有考慮
住到市區劏房，但靠領取綜援維生的他，連劏房也住不起，「住劏房始
終冷氣要開更多，電費開銷更大，豬欄這邊漏風都算係通風，夏天也是
夜晚瞓覺先開冷氣。」與香港文匯報記者聊開後，他又淡淡然說：「我
有過精神病。」

交通極不便 買藥買食不容易
曾兩度與懲教署義工團探訪洪水橋豬欄住戶的義工李詩琪表示，探
訪之前很難想像過去豬住的地方，人是如何居住，「去到現場才知
道打風等惡劣天氣對他們影響有多大，見到大雨過後豬欄周圍的水
溝中滿是蚊蟲，普通人在潮濕悶熱的環境下走十幾分鐘可能就難
以忍受，他們卻在此居住十幾年。」
李詩琪表示，該處居民大多有不堪回首或不願提起的往
事，他們由於收入低微，外加交通極其不便，食物成
了很寶貴的資源，需求甚至遠大於防疫物資，但香
港社會大多將關注目光放在市區劏房，豬欄這
些極惡劣的住所，卻甚少有人關注這些住戶
的苦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
濟）除了偏遠的豬欄，在距
離市區並不算太遠的沙田紅
梅谷寮屋，同樣有不少生活逼
人的故事。颱風下，橫風橫雨
之時，屋內滲水、樹幹倒塌等
已是家常便飯，最嚴重時洪水氾
濫，更會「與世隔絕」無法外出。
譚小姐來港定居十幾年，與丈

夫一同租住在紅梅谷寮屋村內一
間不足90呎的小房，「老公是地
盤散工，我就係領取最低工資嘅
屋邨外判清潔工，經濟狀況
限制了我哋，所以無得揀。」
然而，小小一間寮屋每月基
本開銷近5,000元，「租金
3,800元一個月，電費平均
每月300元，而水費按人
頭計算每人每月應為60
元，但業主濫收費用，我
哋水費一個月220元。」
打風天對他們來說實在
是一件煩惱事，天花滲
水、房屋周圍殘枝落葉入
屋已不足為奇，譚小姐
說，「老公有時戲稱屋企
地面好似水塘咁，有一層
水氣，而天花有時更滲水
到石屎剝落，滴水到床
上，成晚無得瞓。」
該村每逢打風落大雨，最

受影響的地方便是村口那座
石屎橋。譚小姐說：「大雨
時，水溝被吹落的樹枝等堵塞，
水位便會一直上升，最嚴重時就會
淹過橋面，主要出入交通被洪水堵
死，我為咗買餸，唯有兜好遠嘅山路
先可以去到最近嘅屋邨街市。」

婆婆：水浸封石屎橋無法出村
74歲的張婆婆面對大雨封橋時則真的「與世隔絕」，

她說：「對於我們老人家來說，這條橋就是唯一的出路，
村內長者不少，大雨真的完全無法出村。」昨日颱風吹襲之
下，她與丈夫即使足不出戶，也要面對風雨侵擾，「雖然雨不
算特別大，但也有強風，鐵皮屋外的置物架擺了不少雜物，風
吹倒時就擊中我，還好丈夫一把抓住我，但我們倆還是險些跌
入水渠。」
由於寮屋修繕簡陋，防水性能弱，大雨令水渠排水不及時的

時候，雨水便會順着石屎牆和地面的縫隙滲入其廚房內，「每
逢下雨就要靠這些毛巾吸水，擰乾再繼續吸，否則冰箱及廚房
都難以正常使用。」

趕 買 餸

趕 放 工

「尼格」昨午變8號
放工買餸都要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紅梅谷寮屋居住環境惡劣紅梅谷寮屋居住環境惡劣。。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 每 逢 大
雨，張婆婆家
的廚房內就會
滲水，「有時

雪櫃都用不了」。

沒錢住劏房焗棲身鐵皮屋 狂風吹入室雨水淋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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