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同心村」住戶分享會。左起：區太太及其女兒、阿晶、梁太太、「同心
村」中心主任蘇敏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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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困劏房超煩 今住同心安心
「同心村」1800單位半滿 配套設施足夠

住屋問題一直是香港頭號民生難題，在施政報告提出的

「簡約公屋」未落成前，過渡性房屋起到緩解基層家庭短期

住屋需要的作用，讓他們不用居於劏房等環境惡劣的居所。其中，

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的元朗大型過渡性房屋項目「同心

村」，提供了1,800個單位，可讓約4,000名基層市民改善居住環

境，目前入住率約為五六成。有輪候公屋接近3年的中年夫婦日前表

示，入住後的居住環境與從前的劏房相比有天壤之別，「除了租金

便宜逾半外，以前劏房的水渠經常有黑色的污穢物湧出來，至少現

時的水源乾淨多了，可安心飲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獨身女：有個人空間好開心

省下租金開支 為女報興趣班
區太太一家三口在搬入「同心村」之前，居於元朗一間村屋的天台屋，至今已
輪候公屋3年。區太太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該天台屋是一間
玻璃組合屋，故夏天時室內特別悶熱，而最讓區太太擔心的是，玻璃屋的窗台沒
有護欄，其女兒只有4歲，非常擔心女兒會不慎跌落去。她說：「我通常都在屋
裏拉上窗簾，不讓女兒看到窗戶，怕她亂爬。現時（搬入同心村後）好多了，室
內窗戶都有護欄，對小孩而言更加安全。」而且，如今室內溫度變得舒適很多，
「新屋很通風，空氣流通，夏天的時候都很涼快。」
除此之外，區太太指搬進「同心村」後生活開支減少了，每個月存下來的錢多
了很多，「以前間天台屋月租都要5,300元，現時只需3,400元！」她並指，以前
住村屋時，丈夫上班需要坐多一趟小巴去元朗站，現時從同心村步行至元朗站只
需約10分鐘，亦省了一些交通費。對於省下來的錢，她選擇投放在女兒的教育
方面，「我有給女兒報美術興趣班，現時她可以學畫畫也感到好開心，以前沒有
閒錢報這些興趣班。」
區太太亦指，女兒在搬進「同心村」之前，性格比較安靜內向，如今在村內的

兒童遊玩區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她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滑梯，社交活動比以前
更多了，所以亦變得更加開朗活潑。」

「同心村」為香港其中一個大型過渡性房
屋項目，據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助理總幹事
姜彩燕介紹，「同心村」目前入住逾2,000
人，以中年人為主；在入住的住戶中，已有
20%成功申請公屋「上樓」。她表示，與

「同心村」住戶的簽約為「2+1」，即住戶住滿兩年後若仍
未能成功申請公屋，則會續約一年，若3年後仍未能「上
樓」，亦會考慮續約，「因為大部分住戶都不想搬來搬去，
搬遷對居民而言亦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姜彩燕指出，「同心村」現時仍有不少二人單位及三人單

位未有住戶遷入，她希望特區政府能統一將過渡性房屋的資
料發送給正在輪候公屋的人士，「因為政府才知道誰是最急
需要申請過渡性房屋，政府能夠精準發放信息，單靠我們做
宣傳工作猶如大海撈針。」
事實上，記者會當日到現場分享入住感受的3個住戶中，

便有兩戶是通過偶然機會才得知「同心村」項目。
「同心村」目前的一人、二人、三人、四至五人及無障礙
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分別為約130呎、153呎、182呎、324
呎及340呎，每種戶型的房間均有較大的窗戶，光線及通風
條件良好，窗戶上已安裝晾衣杆。
姜彩燕表示，在中電贊助下，每個單位的電熱水爐均為免

費配備，但室內的傢俬則不會提供。◆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同心村」項目是一個由民、商、官合作的好例子，由新鴻基地產以象徵式
1元借出土地、政府撥款興建，並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及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日前舉行記者會，講解「同心村」的設
施及入住情況。
據介紹，「同心村」提供1,8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合共可容納約4,000人，目
前入住率約五六成，村內的房屋類型包括一人、二人、三人、四至五人及無障礙
單位，住戶以中年人為主。村內除了提供「住」之外，還設有社會服務大樓、兒
童遊玩空間、長者康樂設施及舉行活動的廣場等配套設施。
梁太太與丈夫於今年6月初由葵涌的劏房搬進「同心村」的二人單位，她指之
前居住的劏房環境極其擠迫，「放置一張雙人床之後單位內基本沒有其他空間，
以前連個冰箱都放不下，廁所與廚房亦是連在一起。」他們現時的單位有153平
方呎，且有獨立廚廁，屋內亦能容納餐桌、儲物櫃、冰箱等傢俬及設備。
搬入「同心村」後最讓梁太太感到開心的是，衞生條件比從前有很大改善，
「以前那個劏房單位的水渠經常有些黑色的污穢物源源不絕地噴湧而出，味道好
臭、好想嘔，以前我們很少在家煮飯，因為水太髒，現時的水源乾淨很多。」

入住「洗躁減鬱」租金平逾半
她並指，以前劏房的採光條件極差、空間擠迫及空氣惡臭，讓夫婦二人的脾氣
都變得鬱悶暴躁，經常吵架，搬進「同心村」後夫妻關係大大改善，還會一起出
去旅行。她還指以前住在劏房時常擔驚受怕，「我驚被業主逼遷，因為劏房戶很
多東西都是沒有保障的，有時擔心到睡不了。」
「如今的經濟壓力較前大大降低，以前劏房每月租金逾5,000元，佔了我們一個
月花費的五六成；現時只需逾2,000元，大約佔總支出的兩三成。」她更指，以前
因為廁所和廚房共用，水源骯髒及無法放置冰箱，令她鮮有機會在家煮飯，亦無形
中令生活開銷大幅增加，「現時租金便宜逾半，又可在家煮飯，就可以存更多錢，
我們打算以後可以上公屋了，就將存下的這筆錢拿去鋪地板磚，好期待！」

過渡性房屋除了能改善基層家庭的住屋環境外，也讓市民擁有獨立空間，並學
會與鄰里相處。年逾50歲的阿晶搬進「同心村」之前與家人共住，由於多人共
住一屋，導致個人空間少，隱私亦缺乏保障，她遂決定自己申請公屋，目前已輪
候了逾兩年。阿晶發現可申請「同心村」過渡性房屋項目，源於一次她偶然獲知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電話，並致電求助一些事情時獲職員告知。
阿晶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申請「同心村」過渡性房屋的過

程也是一波三折，因為一人單位的申請非常踴躍，她一開始以為沒有希望了，
「幸運的是後來被告知抽籤抽中了我，我的心情經歷了由失望到開心！」她表
示，現時的生活比以前開心了很多，除了個人自由空間多了之外，參加村內的義
工及其他活動也讓她感到很有意義。她說：「讓我感到最開心的一次經歷是中心
舉行的包湯圓活動，我學會了如何包湯圓，之後更親手送給街坊吃，我覺得好有
意義。」阿晶參加的活動是在「同心村」的「同廚房」內舉辦，那是一個供「同
心村」住戶共用的廚房，可同時容納8人，是為了方便鄰居之間一起聚餐而設。

兩成住戶獲派公屋
未上樓可續約

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於2018年6月29日宣
布六項新房屋措施，當
中包括發展過渡性房
屋，而當時的運輸及房

屋局因此成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積極
協助及促成各項由民間建議和推行的短期
措施，務求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去年的
政府施政報告提出，額外提供5,000個過
渡性房屋單位，令未來數年過渡性房屋供
應的目標由1.5萬個單位增至2萬個。
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提供協助已促成

多個由非政府機構建議和營運的過渡性

房屋項目，包括在空置私人住宅樓宇和
空置政府處所內提供社會房屋，以及其
他由不同非政府機構提出的措施，包括
在空置的政府土地和私人土地上採用
「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過渡性房屋，
或把空置的非住宅樓宇如空置私人校舍
或工業大廈改建成過渡性房屋。
過渡性房屋由非政府機構推行及營

運，特區政府則提供資助，2020年6月
更推出「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
屋項目的資助計劃」，並兩度增加撥款
至116億元，而獲資助的項目亦陸續落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過渡性房屋單位數目
已落成及預計落成項目

‧2021年以前落成： 1,769個

‧2022年落成： 5,241個

‧2023年落成： 9,977個

‧2024年落成： 3,764個

已啟動前期工作而未撥款項目： 100個

深入研議中項目： 1,150個

單位總數： 22,001個

政府撥款116億支援過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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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已落成過渡性房屋項目
項目名稱及地址 土地提供機構及營運機構 單位數目 備註

博愛江夏圍村 恒基地產提供土地， 第一期781個單位； 已截止申請
（元朗錦上路71號） 博愛醫院營運 第二期1,217個單位

合共1,998個單位

「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 前身為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123個單位 6月1日已開始申請
（新界屯門三聖邨） 空置校舍，救世軍營運 直至額滿

「同心村」元朗東頭過渡性 新鴻基提供土地， 1,800個單位 1月24日開始申請
房屋項目（元朗東頭山貝路）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營運 直至額滿

策誠軒 港鐵提供土地，香港房屋協會營運 185個單位 房協營運的單位已編配
（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105號） （50個單位由社聯營運）

樂善堂社會房屋計劃「樂屋」 政府土地， 110個單位 採用組裝合成法興建，
（宋皇臺道及土瓜灣道交界） 九龍樂善堂營運 已入伙

雅匯 政府用地， 205個單位 以組裝合成法興建，為首批
（深水埗欽州街 1A） 聖雅各福群會營運 使用政府用地興建的過渡性

房屋之一，已入伙

資料來源：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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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村」過渡屋三人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同心村」過渡屋二人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倩 攝

◆◆「「同心村同心村」」提供了提供了11,,800800
個單位個單位，，可讓約可讓約44,,000000名基名基
層市民改善居住環境層市民改善居住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