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暑來臨 天台屋戶無奈減餐捱貴冷氣
憂電費再加無飽飯食 基層組織促發電費補貼

香港天文台紀錄顯示，攝氏33度以上的

酷熱天氣日數逐年增加，去年共15天最高

氣溫35度或以上，是有紀錄以來最多。就

此，香港賽馬會昨日宣布改跑黃昏馬（見

另稿）。馬匹以至騎師均難耐酷熱，何況

是數十萬名居住於劏房或天台屋的住戶？

多個基層關注組織昨日向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孫玉菡請願，要求為劏房、天台屋提供

「夏季能源補貼」，以免因無力支付猛增

的冷氣電費，影響身心健康。香港文匯報

昨日訪問了年逾七旬的天台屋住戶區伯，

他說：「最怕夏季，鐵皮屋不開冷氣實在

沒法住，但開冷氣，電費又要兩千多元，

只好減少食物開支，最慘兩名讀中學的子

女，無好的營養影響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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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消委會日前發表住
宅物業管理費研究報告，發現約75%被抽查的物
業項目管理公司，與發展商有關連，或引起潛在
利益衝突，而公契一些規定亦不利於小業主，建
議政府修例，只要業主收集75%業權支持就能改
動公契，比目前100%業權支持放寬不少。民政事
務總署昨日回應表示，倘由政府透過立法方式容
許修訂大廈公契，將影響私人業主之間的權利和
義務，必須小心處理。

涉保護私人財產權需慎重
民政事務總署在回應中表示，倘由政府透過立法
方式容許修訂大廈公契，將涉及私有財產權在基本

法下如何得到有效保障的根本問題，爭議性極大。
消委會主席陳錦榮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消委會拋出方案，旨為希望坊間理性討論有
關問題，集思廣益，將修改大廈公契門檻降至
75%只是方案之一，不一定可行或是最好方案。
他表示，根據現行法例，大廈公契由發展商在
售樓時訂立，入伙後要修改公契需100%業權持有
人贊成，「令所有業主全部贊成一件事，是很難
的事，更何況擁有最多業權的發展商為保護自己
的權益，未必會贊成。」
為此，消委會建議參考不同法律、例如《公司
條例》，將門檻下降，方便業主通過修改公契，
「如果以75%作基準，也需要有嚴謹程序，由民

政事務總署監督，要有上訴機制等，以確保改變
是具足夠透明度及公平公正。」
他舉例，港島有一個老牌屋邨附設住宅、商戶

和酒店項目，公契規定業主大會需要三方業主都
出席，「但多次因商戶業主缺席而無法開會。」
消委會還建議探討要求大廈或屋苑設立維修工

程基金，制定10年維修保養計劃，由發展商支付
種子基金，加上相當於兩個月管理費的業主供
款，再由業主每月恒常供款。對此，陳錦榮坦言
「要說服發展商出錢，以及小業主每月供款，絕對
非易事」，又強調並無一個模式能適合所有情況，
要視乎各屋苑維修情況及有多少住戶等，才能制訂
合適維修保養計劃，及計算攤分金額。

民政總署：透過立法容許修訂大廈公契爭議性大

香港文匯報訊 不停車繳費系統「易通行」
即將於明天（7日）率先在青沙管制區實施。雖
然全港已有約68萬汽車領取車輛貼，但其中有
三成車主或司機未開立戶口及綁定自動繳費模
式。運輸署署長羅淑佩昨日提醒他們盡快在未來
兩天內完成辦理戶口開立手續。
為配合「易通行」在青沙管制區實施，該區
一帶由今晚11時起將分階段實施臨時交通安
排。其中，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及大圍隧道來
回方向及其連接道路將於明天（7日）凌晨2時
至上午5時期間臨時封閉，以進行關閉收費亭設
施及更改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等工作，明天上午
5時起開始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
羅淑佩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至今已有

八成半登記車輛、約68萬輛車領取車輛貼，有
七成已開立戶口，但仍有三成車輛貼持有人未開
立戶口，呼籲他們盡快在未來兩天申請。
至於仍未申請或未收到車輛貼的車主，她表

示在明天實施「易通行」後，他們仍可照常使用
青沙管制區。「譬如你今天（昨日）才申請，可
能兩天內未必能給你（車貼）的話，不要緊，照
樣直行直過，因為我們能偵測車牌，一樣可以找
你付款。但要記着每次過完隧道，要回去補交費
用，如果超過14天就開始有附加費。我們相信
行了青沙，大家觀望真的爽了，真的方便亦會有
更多朋友參加這計劃。」
羅淑佩提醒，使用「易通行」的車主要將
「車輛貼」貼在擋風玻璃左上方，與「快易
通」裝置保持距離，「如果你正使用『快易
通』，你駛經其他隧道都需要『快易通』。5
月7日後在青沙管制區，我們使用『易通行』
後，『快易通』就會取消，不會再偵測任何
『快易通』貼，但又不要太快拆掉『快易
通』，因為拆下來後變了駛經其他隧道，你仍
然需要停在繳費亭繳費，這就沒了方便。」

「港車北上」須先購「等效先認」保單
就粵港政府早前宣布將於今年7月實施「港

車北上」，羅淑佩表示，有關兩地保險安排的
問題已處理好：司機要依足兩地的規矩，向香
港保險公司購買「等效先認」保單。
被問及兩地駕駛習慣的差異，例如軚盤方向

不同，她強調，任何時候駕駛都應要小心安
全，注意行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同時要禮
讓，又相信市民只需要稍為適應，如果能做到
小心忍讓，預早熟習路線及善用電子導航，相
信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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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熱時，居住於天台屋的區伯一家，只能四部電扇齊開降溫，「吹出來都
是熱風，四部風扇一齊開，還是一身汗。」

年過七旬的區伯想自食其力卻無人請，妻子又未
成功申請單程證，一家四口靠綜援維生，女兒

讀中四，兒子則念中一，「年年最怕夏天，屋外三十
多度、屋內能升到四十度。」
區伯一家為節省電費，只能多裝電風扇：「吹出來
都是熱風，四部風扇一齊開，還是一身汗。」全家一
到夏天就熱到生熱痱，白天只能盡量外出，去商場涼
冷氣，「唔可能成日留在商場，無地方坐，子女都有
好多功課要做。」

炎夏生熱痱 綜援唔夠使
雖然想盡辦法「避暑」，但夏天總有留在家中的時
間，少不免要開冷機，「一到夏天，每月電費兩千
多，實在肉赤。」區伯全家綜援亦僅萬元，電費佔五
分之一，「電話費、上網費、房租、水電費……加加
埋埋，綜援唔夠使。」
無奈之下，區伯只能夠節省食物開支，「唔買新鮮
食材，全部買冷凍食品，便宜很多，無錢食三餐，咪

食兩餐。」他最感到愧對子女，「沒錢給他們買吃買
穿，好在他們都好乖，知道家中困難，都很節儉。」
他對今年加電費感到很擔憂，「現在起碼能吃飽，到
時電費一加唔知點算，大人唔食，小朋友都要食。」
另一名住戶劉小姐和一名同鄉合租一個天台屋，每

月房租六千多元。她說：「一到夏天，唔開冷氣沒法
住。」偏偏那部老舊冷氣機故障，「開到盡都係少少

涼，業主又不肯更換新冷氣，今個夏季唔知點算。」
劉小姐已離異，兒子留內地讀書，她任職保安員，

「月入萬多元，仲要寄幾千元供兒子生活，哪有錢換
冷氣機？」她希望政府能體恤民情，發放夏季冷氣津
貼：「幫補下都好，每月千幾元電費，真係好難
頂。」
劏房關注組織發言人陳小姐說，2021年進行的「炎

熱天氣對劏房及天台屋租戶生活影響」問卷調查，九
成受訪者為節省電費開支，減少開冷氣，影響身心健
康，「我接手的個案中就有個獨居老伯，去年捨不得
開空調，只靠吹風扇、濕毛巾抹身降溫，結果中暑送
院搶救。」關注組織促請政府於每年6月至9月份，為
基層市民提供「夏季能源補貼」，金額分別為一人家
庭300元、2人家庭500元、3人家庭或以上700元。

▲多個基層關注組織昨日向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請願，要求為劏房、天台屋發
電費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本港適齡學童人
口下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證實，共有5間小
學因收生不足而會在 2023/24 新學年獲派「0
班」。對有部分學校距離「開班線」僅差一人，
令局方被質疑「不近人情」，蔡若蓮解釋，小一
「開班線」已從24人一直放寬至現時16人，而無
論收生指標如何都有機會出現差一人的情況，並
反問多少人才能算是「近人情」。她強調，「開
班線」不可能無止境下調，否則不利學生課外活
動及群育發展。
蔡若蓮昨日表示，學校收生不足的現象逐步浮
現，目前共有5間小學獲派「0班」，即下學年不
能參與小一派位，但它們可選擇在下學年以私營
方式營辦小一，待日後收取足夠學生時，再於第
二個學年重新參與統一派位，又或申請特別視
學，與其他學校合併等等。
有記者問到，有意見稱局方不讓只欠一人達
「開班線」學校獲派小一班是「不近人情」，蔡
若蓮在回應時直言，無論任何一個數目，都有可
能出現欠一人情況，「事實上，小一的『開班
線』由24人一直放寬至現時的16人……說16人欠
一人就是不近人情，到（如果減至）15人欠一人

又是不近人情，那麼多少人才算是『近人情』
呢？」
她強調，如果整個年級16人亦達不到，對學生

學習非常不理想，「我們認為不可以無止境下
調，否則對學生的課外學習、課外活動和其他選
擇、群育發展等均不太理想。」
關於學校合併的方案，蔡若蓮提醒辦學團體在

合併的過程中，須考慮學校的課室是否能容納所
有學生，亦須商討如何處理老師團隊。如學生不
願到合併後的學校就讀，局方會為家長提供適切
的支援，在原區為他們安排合適的學校。

兩救世軍東區校擬合併
5所獲派「0班」的小學其中3所早前已曝光，

據了解，其餘兩所為黃大仙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以及東區的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後者前晚
傳出會與同區亦屬救世軍旗下的韋理夫人紀念學
校合併的消息。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校長鄧世豪昨
日確認兩校有計劃合併，但實際情況仍與教育局
商討中，未有定案，相信最快都要等到2024/25學
年。據了解，該校最近兩個學年只能開一班小
一。

救世軍在回覆傳媒查詢時亦指，因應東區學生
人口下跌及回應社會需要和善用資源，已在上月
中旬向教育局表達有意重組。中原慈善基金學
校將在新學年停收小一學生，有關安排仍有待
教育局批准後另行公布。目前，中原慈善基金
學校及韋理夫人紀念學校分別有344名和439名
學生。

5校新學年派「0班」蔡若蓮：不能無止境下調開班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賽馬會昨日宣
布，鑑於夏季酷熱天氣的挑戰愈來愈大，經過
深入的評估後，已獲香港特區政府批准，今年
夏季跑馬日的頭場改為於下午4時後開跑，並考
慮6月和7月繼續實施黃昏賽事安排，以保護馬
匹及賽事參與者。對上一次改跑黃昏馬為1991
年。
馬會表示，已獲特區政府支持於今個夏季舉行
黃昏賽事。頭場由過往一般中午12時至1時開
跑，改為下午4時當氣溫降低時舉行，若當日是舉
行10場賽事，尾場將於晚上8時50分舉行；若當
天舉行11場賽事，尾場則於晚上9時半開跑。全
部黃昏賽事均在沙田馬場舉行，日期為今年6月4
日、10日、18日和25日；以及7月1日、9日和16

日。

酷熱日數較十年前增近兩倍
「香港天文台及本會天氣監察紀錄的分析顯

示，夏季的氣溫變得愈來愈高。與十年前（2008至
2012年）相比，2018至2022年間的6月和7月，酷
熱天氣日數（當日最高溫度達攝氏33度或以上）增
加近兩倍至99天。」馬會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最
近宣布新增「極端酷熱」級別，代表氣溫達到攝氏
35度或以上。去年6月及7月的數據顯示，氣溫在中
午過後升至最高，然後逐漸下降。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說：「馬匹及賽事參與

者，包括騎師、馬房和賽道職員、馬主、會員和
顧客的福祉，對本會而言是至關重要。由於6月和

7月的氣溫愈來愈高，黃昏賽事將有助保障他們的福
祉和安全。」馬會亦一直採取應對夏天酷熱天氣的
措施，包括工業規模的噴霧風扇、縮短馬匹賽前和
賽後的步驟、補充水分程序、降溫方法及專業獸醫
緊密監察健康情況，發言人說：「舉行黃昏賽事，
令本會現時應對高溫的措施更為完善。」
賽馬事務執行總監夏定安表示，該會率先將
「暑熱壓力指數」這一氣溫測量方法應用於賽馬
活動，並採取相應的緩解措施。
為確保黃昏賽事順暢進行，馬會正與政府部門

及服務提供者，包括運輸機構敲定安排。場外投
注處、電話投注服務及馬場餐飲設施的服務時間
將會作相應調整。彭福公園的開放日數及時間則
不會減少。

馬會6月及7月復辦黃昏馬 頭場4時開跑

◆青沙管制區明日起實施「易通行」。 資料圖片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擬與區內另一相同辦學
團體學校合併。 學校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