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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倡過渡屋居住期延至五年
與「簡約公屋」看齊 讓住戶銜接「上樓」

民記建言屯門龍鼓灘發展
盼提供5萬個原區就業職位

本港房屋供應嚴重短缺，過渡性房屋成為

基層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希望。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轄下第二個過渡性組合屋項目「喜

盈」昨日起至本月31日接受申請。社協表示

由於政府資助有限，缺乏資金興建更多大單

位迎合家庭申請者需求，以致大單位「爭崩

頭」。同時，不少劏房居民因擔心過渡屋的

居住年期僅三年，日後要搬來搬去，未敢申

請入住，社協期望政府將過渡屋的租用期延

長至5年與「簡約公屋」看齊，甚至容許居

民住到獲分配公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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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本 港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社協昨日介紹，「喜盈」項目位於荃灣油麻磡路及
昌榮路交界，相關組件已於本月20日運抵工地，

料今年9月落成及陸續安排居民入住。項目將提供220
個單位，當中有216個為1至2人單位、4個為4至5人
家庭單位，面積分別約150平方呎、300平方呎，並設
有基本裝修及煙霧感應器等消防設備。申請者必須是
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獨居人士或二人家庭，並以原居
於荃灣及葵涌不適切居所的市民為優先考慮，預期項
目全期受助人數達700人。

荃灣「喜盈」昨起接受申請 大單位爭崩頭
已經輪候公屋19年的單身人士、50多歲的莊先生直

言，該項目的單位環境較好，又鄰近多個大型公共屋
邨，已有連結各區的交通網絡，步行到港鐵站只需十
多分鐘，也有良好的巴士網絡，他已遞表申請。他
說：「我現時住在深水埗床位，月租逾2,000元，加上
面臨失業的難關，期望政府延長過渡性房屋的租用
期，讓住戶住到上公屋為止，以及提供搬遷和購買電
器的津貼。」
上月搬入英華街過渡屋的譚太表示，過往一家五口

住在深水埗一個160呎的劏房，月租5,000元，環境十
分惡劣，「沒有地方給小朋友做功課，但等了一年
半，終於搬入英華街過渡屋，現在子女都有自己的獨
立房，可以安心讀書，成績都提高了很多。」但該過
渡屋租用期僅3年，期滿後或要再次搬屋。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指出，「喜盈」項目的大單位只

佔不足2%，但相關單位的申請已經超額20倍，反映

大單位供不應求，期望政府於未來「簡約公屋」項目
中，增加大單位供應，同時容許過渡性房屋營運團體
可靈活安排大家庭入住兩個小單位。
她指出，全港超過22萬人正租住不適切居所，另一
方面過去數年公屋輪候時間雖稍微回落，但仍然高達
5.5年，非長者單身人士更要等十多年才「上樓」。而
過渡性房屋多數的租用年期只有3年，使不少住戶未銜

接到公屋就要搬來搬去，違反計劃原意，期望過渡屋
的租用期與「簡約公屋」看齊，延長至5年。
目前過渡屋項目預留八成單位予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劏

房戶，其餘兩成單位則預留予輪候公屋未滿3年的人士。
但以「喜盈」項目為例，收到的逾400份申請中，有六
成為輪候公屋不足3年的劏房戶。他們期望政府可以放
寬比例，令更多居於不適切處所的人士也能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就交椅洲人工島填海計劃進行的
公眾諮詢本月底完結，對於有聲音指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擔心人工
島被淹沒。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回應，人工島平均地面高度為主水
平基準以上7.5米，部分位置更達基準以上9米，「已按目前估算和
聯合國指標興建足夠高度」；而人工島設計已避免影響近岸珊瑚礁、
確保海水流動、減低生態影響，獲世界知名專家肯定。
她強調，交椅洲人工島和「北部都會區」是香港重要土地供應來

源，社會上除了批評聲音，也有很多意見要求政府堅定拓地方向，政
府要做有益社會的決定，「目前並非討論『做與不做』的時候，而是
要做好項目。」

回應社會堅定拓地方向聲音
甯漢豪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指，交椅洲人工島填海的批評聲

音，容易被傳媒聽到，但其實過去數月政府收到很多不同意見，不少
是要求政府堅定拓地方向，「如果期望社會沒有反對聲音，是比較艱
難。」她指出，如果有人提出意見，政府會看可否適當調適，但如果
有人純粹要求撤回計劃，那政府就始終要做有益社會的決定，不會屈
從。
對於有指，海平面上升趨勢持續數百甚至千年，交椅洲人工島將面

臨水淹風險，甯漢豪強調現代化設計並非要將設施興建得很高，而交
椅洲人工島已按目前估算和聯合國指標興建足夠高度，並預留容量、
會按需提升高度。
她說，人工島項目並非今日提出，政府早在幾年前推算出，在2048

年本港需要6,000多公頃土地，以支援住屋、經濟等，社會亦期望政
府多管齊下尋找土地，面積各達1,000多公頃的交椅洲人工島及「北
部都會區」，皆是增加土地供應的重要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一項名為「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
的先導研究顯示，近七成長者電子素養水平偏低，他們不但家庭快
樂指數相對較低，孤單感亦較重。該項計劃由信和集團和黃廷方慈
善基金贊助1,000萬元，預期吸引1,000名醫護學生參與，透過心理
介入和行為指導，並引入電子健康素養概念，協助10,000名長者在
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等三方面應對疫後生活及關顧自己的健康。
「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由信和集團和黃廷方慈善基金聯同香港
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和11間社褔機構及非牟利機構合作展開。計劃於
去年11月開始先導研究，安排港大護理學院學生接受長者溝通技巧
的訓練工作坊，上門探訪過百名長者，並進行問卷調查及評估身心
健康，既讓長者感到被關懷，也藉此初步分析他們使用手機及電子
健康素養的情況，作為整項計劃內容的參考資料。

心理健康較差 孤單感較重
先導計劃的研究數據顯示，共104位平均年齡80歲的受訪長者當

中，89%擁有智能手機，但 69%受訪者的電子健康素養未如理想。
與電子健康素養得分較高長者相比，得分較低人士的心理健康狀況
較差（9% 對 16%），孤單感亦較重（15% 對 1%）；以 0 至10
分計算，他們的家庭快樂指數（7.4 對8.0）及家庭溝通質素（7.5
對 7.9）均同樣較低。
該研究數據亦顯示，七成完成兩星期隨訪的長者中，電子健康素
養低的比率由 66%下降至 56%，反映護理學生適當的介入有助加
強長者的電子健康素養。

為期兩年的「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已於今年初正式啟動，繼原
有港大護理學院學生擔任「醫護大使」，計劃將擴展至中醫藥學
院、臨床醫學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及公共衞生學院的學生。
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孫玉菡，港大醫學院護理學院陳肇始教授，信

和集團副主席暨黃廷方慈善基金董事黃永光，信和集團總經理暨黃
廷方慈善基金董事黃敏華，昨日參與「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分享
活動，並邀得是項計劃顧問林正財及梁智鴻，與11間社褔機構代
表、港大學生及長者到場交流，並公布先導計劃的研究結果。

研究：近七成長者電子素養水平偏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計劃在屯門龍鼓灘填海區和
毗鄰地帶，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4.0，民建聯支持相關規劃，認
為能釋放土地作新發展用途、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促進香港
高質量發展，並建議參考近年來在東涌東發展計劃的規模及提供
就業機會的估算，在當區最少提供5萬個原區就業職位，而龍鼓
灘的發展要以新型工業為主。

倡建新路便利新發展區運輸
民建聯昨日公布計劃書，建議修建屯門西龍鼓灘連接路，由屯
門至赤鱲角隧道的屯門入口，通過隧道或高架橋至龍鼓灘新發展
區，提供替代路線來往龍鼓灘。新公路系統連接未來龍鼓灘發展
區，有助區內高端物業等工業減少運輸時間成本，為新發展區提
供有力的基建配套。同時擴闊龍鼓灘路及龍門路，增加容車量。
民建聯還建議在屯門入口附近，建設大型道路交匯處接駁屯門
至赤鱲角隧道及屯門繞道。民建聯屯門支部副主席鍾健峰指出，
現時屯門繞道的設計，是紓緩從新界西北前往屯門西、香港國際
機場、東涌及大嶼山等的道路交通流量，特別是皇珠路現時的擠

塞情況。而未來新發展的帶動下，由市區往來屯門西的交通需求
相信勢必大幅提升，屯門繞道現時設計未能疏導從屯門公路小欖
段前往屯門西的交通需求，屯門區內的交通情況會因此惡化。
鍾健峰說：「新增屯門繞道與十一號幹線接駁支線，有助往來

市區至屯門西的交通流量有新的替代路線選擇，除避免未來新發
展帶來的區內交通擠塞惡化問題，亦為屯門西及屯門南居民提供
多一條道路選項。」
民建聯屯門支部社區主任龍瑞卿表示，政府研究重整內河碼頭用

地，整合約146公頃的土地主要作為住宅發展，相信大量人口增加引
致對外交通的需求大幅增加，「我們建議興建屯門東到屯門西岸的鐵
路及填海造地及新發展計劃一併進行，而鐵路到達屯門西後可延伸至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及東涌，連接『橋頭經濟』帶動多元化發展。」
民建聯副主席暨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這次龍鼓灘
填海及屯門西規劃，必須以具經濟價值的相關產業主導，「希望
屯門西及龍鼓灘的發展可以盡量增加原區就業職位，以較進取的
方法進行多元化發展，希望最少可以提供5萬個原區就業職位，
滿足發展及市民工作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將於3月27日至31日前往北
京訪問。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昨日表示，其間將拜訪多個部委，反映香港法律
界的實際情況，包括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運作情況。陳澤銘指出，歡迎特區政
府向立法會提交修訂的《法律執業者條例》建議中，不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
所有非本地大律師參與本地案件。
香港律師會昨日舉行記者會，就最近公務外訪活動作出匯報。陳澤銘介紹，他

們在京期間將會拜訪國家司法部、外交部、商務部、國家發改委、最高人民法
院、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國資委、國務院港
澳辦、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他表示，作為會長的他有
責任收集會員的意見，將意見整合給相關的部門，期待在下周行程中反映香港法
律界的實際情況，包括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運作，還會分享香港律師會最近外
訪的收穫，包括國際對香港的聲音。
他還提到，由2019年開始，香港律師會與北京大學合辦關於跨境商業的全英
課程，每年派十多位義務律師向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講解普通法和跨境法律議
題，目的是讓內地法律界多了解香港普通法，促進內地及香港相互了解。
立法會近期就政府提交的《法律執業者條例》修訂建議進行審議，有輿論擔心

修例後會影響海外律師來港意願。陳澤銘表示，香港容許非本地執業大律師參與
本地案件是非常獨特的，這在大部分國家是不被允許的。由於歷史原因，香港保
留這個傳統，彰顯香港是包容的國際化城市，現時已有近1,500位註冊外國律師
在香港執業。

律師會下周赴京拜訪各部委
反映基本法國安法運作情況

◆「耆青連心樂融融計劃」先導計劃的參加者梁婆婆與港大醫學
院護理學生一同分享感受。

◆交椅洲、小交椅洲一帶。 資料圖片

◆民建聯提出屯門西及龍鼓灘整體規劃建議。
◆民建聯建議修建屯門西龍鼓灘連接路及屯門繞道/十一號幹線連接
路。

▲「喜盈」1至2人的示範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社協期望過渡屋居住期可延至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健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