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劏房籠屋板間房 租金十年增逾倍
現中位數4000元籠屋呎租140元 社協促政府改善租管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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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劏房居民昨日公

布最新的「基層籠

屋板房劏房狀況研

究報告」 ，訪問了

723戶居於劏房、籠

屋及板間房的基層

居民，發現不但居

住環境惡劣，租金

中位數達4,000元，

較 10 年 前 增 逾 一

倍，籠屋呎租中位數

更要140元，且約有

26%受訪者過去兩

年曾被加租，而過去

三年受新冠疫情打

擊，居民生活更為

困難，要求政府加

快及增建公屋和社

會房屋，並改善租

管及津貼等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院舍疫情
◆16間安老院舍及3間殘疾人士院舍，合共呈報22
名院友和2名員工確診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BA.4/BA.5個案佔比45.35%
◆昨日未有新呈報新型變異病毒株本地及輸入個案

醫管局概況
◆4,026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包括298名新增病
人

◆新增10人危殆，合共183名危殆病人，其
中49人正接受深切治療；新增15人嚴
重，累計有173名嚴重病人

◆632名病人正接受氧氣治療，74
人需以呼吸機協助呼吸

昨日疫情
•本地個案：6,091宗
•輸入個案：170宗
•新呈報死亡：66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12,600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6,261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新
冠疫情持續回落，昨日新呈報6,261宗
確診個案，不但是連續6天降至4位數
字，更是去年11月16日至今單日最少
一次，而在公立醫院留醫的新冠患者亦
持續減少，至今有4,026名病人留醫，
亦是上月19日至今最少，顯示香港特區
政府撤銷社交距離措施及與內地實施首
階段復常通關，並未對疫情造成影響。

留院患者持續減少
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當中，包括
6,091宗本地感染和170宗輸入病例，
單日確診回落至6,000餘宗水平。隨着
確診個案持續下跌9天，在公立醫院
留醫的患者亦逐步減少至4,026人，當

中298名為新增患者，危殆及嚴重個
案亦減少，昨日新呈報10人危殆及15
人嚴重，令危殆及嚴重病人分別累計
為183人及173人，而急症醫院內科病
床住用率則稍降至約106%。
本港日前雖首現兩宗 XBB.1.5 個

案，但昨日未有新增任何新型變異病
毒株感染病例，XBB本地個案維持
182宗，包括該兩宗XBB.1.5病例在
內，而BQ.1.1變異病毒株本地個案則
有210宗，但亦未見擴散，目前本港
流行的仍以BA.4/BA.5亞系為主，佔
整體個案約45.35%。
確診數字雖持續下跌，惟死亡個案
滯後，故昨日新呈報66名確診病人離
世，令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2,600人死
亡。該 66名離世患者包括 40男 26
女，介乎56歲至103歲不等，當中22
人為院舍的院友，另有17名離世人士
一針未打。醫管局表示根據初步分
析，27名病人死因與新冠病毒有關，
餘下39名病人的死因則並無關連。

確診數續減
證復常通關無礙疫情

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學生測
考壓力繁重，家長應以正面行動或說話關心子女
情緒，但家長自覺態度「正面」，於孩子看來又
是否如此？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去年6月至8
月，以問卷調查1,362對6歲至13歲兒童及其家
長，發現不少兒童都未能接收到父母的善意。例
如有93%受訪家長表示會「聆聽孩子的感受」，
卻只有55%子女說父母有做；88%家長自評會
「給予孩子抒發的空間」，亦只得55%子女表示
認同。調查負責人指，這或源於部分家長即使正
面處理孩子情緒，也不會放過藉此教導孩子，他
們多採用說教形式，可能不斷重複一些理論，難
免令孩子難以感到家長的關心。

57%童負面情緒源自「考試測驗壓力」
調查顯示，57%受訪兒童表示負面情緒源自
「考試測驗壓力」，46%表示是「家長責罵自
己」，38%說是由於「功課繁重」，另有37%指
是因為「家長要求太多」。
當家長遇到孩子的情緒問題時，受訪家長表

示較多用正面方式處理孩子的負面情緒，但並
非所有兒童都有相同感受。例如有86%家長自
覺有「讓孩子感到被了解」，但只有50%孩子
認同；79%家長稱有「教導孩子表達情緒」，
卻只得49%子女覺得如此，有關差異普遍達到
30%或以上。
類似差異同樣發生在父母用來處理孩子情緒

的說話當中，例如有87%父母稱有說過「你話
畀我聽咩事」，卻僅49%子女說父母有講；
74%家長說過「唔好喊住，慢慢講我知做咩唔
開心」，但只有39%子女有印象。相反，若父
母用負面說話教訓孩子，他們都牢牢記住。
女青總主任（青年及社區服務）郭義聰相信，
不少家長會對調查結果感到無奈，因為孩子較記
得父母的批評和教訓。他建議家長應善用身體接
觸，如將孩子擁入懷中，讓孩子感受家長的接
納，亦可用「我知道你好嬲好唔開心，我想陪多
你一陣」、「我知道你嬲緊同發脾氣，我畀啲時
間你平復心情先，之後我再聽你講唔開心嘅原
因」等句子，引導孩子表達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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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昨日指出，新冠疫情過去3年為全球公共醫療體系
帶來挑戰，而本港面對人口老化和醫療服務需求增
加問題，加重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社區基層醫療體
系改革迫在眉睫，而香港特區政府早前提出的「基
層醫療健康藍圖」已列出具體建議和執行計劃，包
括要建立社區基層醫療系統等，為未來基層醫療發
展勾畫策略性路線圖。

5方向建健康香港
醫衞局昨日以「改革在路上」為題主辦「基層醫
療健康藍圖研討會」，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醫療專業團體、學術界、政府部門、非政府機
構和病人組織等近300名代表，在會上就香港基層
醫療發展路向進行討論，就「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內提出的建立社區基層醫療系統、加強基層醫療服
務管理、整合基層醫療健康資源、規劃基層醫療人

手和改善數據互通及健康監測5大重點方向分享意
見。
盧寵茂在會上致辭指出，本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等

問題，公營醫療系統壓力加重，有需要更有效進行
公私營合作，尤其過去三年新冠疫情為全球公共衞
生帶來挑戰，可見社區為本基層醫療的重要性。他
形容香港的醫療改革不能只在路上，必須在高速路
上，而藍圖已列出具體建議及執行計劃，期望透過
該5大方向建設健康香港。
醫衞局副局長李夏茵亦在研討會上指出，本港未

來每3人便有1人患有慢性病，65歲以上患慢性病機
會增至75%，而至2039年前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
三分之一。根據2008年的研究，推算2033年時公共
醫療開支將增至3,152億元，佔政府整體開支的
27%，本港醫療系統須做好準備應對。
她表示要在地區層面提供基礎醫療服務，包括地

區康健中心負責統籌，並在跨專業支援下由家庭醫

生篩查和管理慢性疾病，達至早發現、早治理，減
低併發症和入院機會，同時要提高市民健康意識以
預防疾病，減少急症室使用率。基層醫療健康專員
彭飛舟在研討會作總結，呼籲各界加強合作，推動
以成效為本的基層醫療發展。

盧寵茂：改革基層醫療體系迫在眉睫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媒體BBC本月10日報道，
亂港黑手黎智英的海外法律團隊去信英國政府，
要求與首相蘇納克緊急會晤，在黎智英接受國安
法審訊前商討如何爭取讓黎智英獲釋。其後再有
報道指，黎智英三子黎崇恩11日與英國國會議員
會面，乞求蘇納克立即採取行動「讓黎智英獲
釋」。而蘇納克在下議院回應，揚言「英國有權
插手香港事務」，承諾「繼續關注事件，以實際
行動跟進」。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
示，在香港，當一件重大刑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
程序，而案中被告竟然委託律師團隊和其他人有
組織地和經常地製造輿論壓力，試圖迫使檢控或
司法機關釋放被告，這行為一定會構成妨礙司法
公正罪，案中被告必定會罪加一等，律師團隊和
其他人必定會被緝拿歸案。
梁振英指出，現實中，案中被告是黎智英，控

罪是涉嫌違反國安法，案件並且已經進入司法程

序。過去幾個月，英國的律師團隊竟然不斷在英
國製造輿論壓力，近日更公然寫信給英國首相，
要求英國政府介入，令黎智英獲釋，此外，黎智
英兒子黎崇恩專程去了英國，和英國國會議員及
其他政界人物會面，目的同樣是製造輿論和政治
壓力，試圖或意圖迫使香港的檢控或司法機關釋
放黎智英。

黎智英港律師急與英團隊切割

梁振英表示，這是赤裸裸的妨礙司法公正，相
信這也是在案件中代表黎智英的香港律師事務所
Robertson前日發函和英國律師團隊切割的原
因。如果以上的分析屬實，香港法院和執法機關
應當將所有涉嫌人緝拿歸案，並將黎智英加控妨
礙司法公正罪。
香港一直捍衛司法獨立，在妨礙司法公正問題

上，英國人、身在英國的人和黎智英都沒有免死
金牌。

梁振英：妨礙司法公正 英國人無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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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文森

社協指出，本港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持續攀升，由2015年
的113,600戶增加至去年達141,300 戶，增幅25%。社協

最新調查則顯示，66.9%受訪者已申請公屋，三成受訪者已輪
候公屋5年或以上，而輪候公屋7年或以上的佔一成半，情況令
人擔心，當中以四五人家庭為重災區，輪候時間中位數均逾5
年。

住戶租金佔入息比高達36%
調查並發現，整體住戶租金佔入息比例高達36%，較2012

年升近一成，當中套房情況最嚴重，由2012至13年的25%升
至去年的39%。調查亦顯示，各類不適切居所租金水平持續
遠超私人市場各類型單位，住屋質素與租金指數成反比，居
住面積愈細、環境愈惡劣，呎租卻愈貴，其中床位呎租竟達
140元，為套房23.5倍，更是私人住宅D類型單位（100-159.9
平方米）的4.6倍。至於籠屋，呎租由2012至 13年的106.7
元，升至去年中位數的140元，最高呎租更達186.7元。套房
過去10年間租金中位數更由2,550元升至5,000元，接近翻
倍。
調查發現整體受訪者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只有1萬元，按住

屋類型劃分，即使套房住戶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在所有住屋類
型中最高，亦只有1.3萬元。相比同時期全港家庭入息情況，去

年第三季中所有住戶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為28,500元，為劏房
住戶2.8倍，反映即使有不同扶貧政策介入，亦未能有效協助劏
房住戶改善經濟狀況。
疫情更令基層居民面對失業、收入大減，甚至欠債及三餐不

繼情況，即使政府放寬防疫措施，現仍有25%受訪者失業，三
成散工或開工不足，這些居民因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甚
或健康差而未能就業，生活困難，經濟及房屋是他們兩大難
題。

業主續約加租常態 26%人被加租
此外，社協指出劏房租務市場內，業主續約時加租已成常

態，即使疫情下本港經濟出現衰退，加租情況反而更現升勢。
是次調查發現，26%受訪者過去兩年被加租，加租中位數為300
元。由於現時劏房租務管制法例未規管起始租金，劏房住戶若
於去年1月22日條例生效後與業主簽訂新租約，因租金定價不
在規管範圍內，業主或會大幅調高單位租金，認為法例存在漏
洞，削弱對基層租戶的保障。
社協期望政府再增加土地供應，多元發展閒置用地，並檢討

資助房屋比例。此外，社協認為房委會應每年興建3.5萬個公屋
單位，並訂定限期將平均輪候時間回復至3年水平，而新規劃
的公屋應增加大單位比例和數目，降低4人或以上家庭輪候時

間，並重新檢討配額及計分制，將單身人士重新歸入輪候目
標，讓非長者單身獲上樓機會。該組織並要求政府制訂減劏
房、滅籠屋、板房時間表，另要設立起始租金，並定期檢討並
加強執行租務管制。

◆團體調查顯示，孩子對父母的關心印象不深刻，建議
父母多用身體接觸及聆聽孩子的心聲。◆盧寵茂指出，本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等問題，公營醫

療系統壓力加重，社區基層醫療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社協要求政府加快及增建公屋和社會房屋，並改善租管及津
貼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