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屋回收發售研恒常化
擬與居屋綠置居一併推售 30萬有交易助圓「上車夢」

應對外勞司機考牌 運輸署將加班

全港有39個「租置屋邨」供住戶購買正居住的公

屋單位，若住戶無意回購並遷出，有關單位會被回

收。房委會過去曾兩次把這些回收單位出售予合資格

的「綠表」（公屋住戶）申請者，銷售反應理想。據

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今日開會討論恒常地出售這

些回收單位。房委會擬沿用現有的定價機制及轉售限

制，與居屋、綠置居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一併推售。

以上次價單為例，這些公屋單位低至30萬元有交

易，冀能一圓不少合資格公屋戶的「上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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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租置計劃於1998年初推出，容許一些指定屋邨租戶可購買正
居住的公屋單位。該計劃於2005年8月結束，2021年房委

會首次將分布於39個租置屋邨回收的約800多個單位，納入當時
的綠置居計劃，供公屋住戶購買，其後又推售另一批回收單位。
據了解，由於該兩次推售單位的銷售反應理想，房委會計劃恒
常出售有關單位，目標買家為「綠表」資格者及「特快公屋編配
計劃」的合資格申請人。
消息人士解釋，若單位售予「白表」（私樓）買家，將減少可供編
配的公屋單位，故房委會現階段不會開放售予「白表」買家，而租
置屋邨現有的租戶，仍有權隨時購買正居住的公屋單位。

擬用現行租置計劃定價機制
這些租置單位的售價方面，房委會擬沿用現行租置計劃的定價

機制，以及沿用現行同類型單位的轉讓限制。翻查上次租置屋邨
單位的定價，不少低至30萬元有交易，料不少合資格公屋住戶都

負擔得起。
在轉讓限制方面，據房委會資料，租置單位首次售出日起計的

兩年內，若業主欲轉讓單位，須按原價將單位售回房委會，購樓
時所獲得的特別折扣優惠實際金額亦須於同時退還。租置單位在
首次購入5年後就會「解禁」，業主除可將單位在居屋第二市場
轉售予合資格的人外，也可先繳付補價予房委會，然後把單位在
公開市場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轉讓。

公屋實際編配 年約3.09萬個
此外，有消息指2023/24年度的公屋編配估算達2.41萬個單

位，其中約1.8萬個單位來自公屋申請，另1.62萬個單位來自
「一般申請者」及1,800個單位來自「配額及計分制」下非長者
一人申請者，緊隨其後為「各類調遷」，預計佔約3,700個單
位。不過，經正式點算後，2022/23年度的公屋實際編配為約
3.09萬個單位，較原先估算高超過10%。
翻查資料，2021/22年度公屋實際編配單位為2.59萬個，只及

原先估算83.7%，換言之，2022/23年度編配實際數目是超額完
成。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今日會議亦會討論2023/24年度公屋編
配估算數字。

荃灣區新市
鎮雖然發展已
超過 60 年，
但仍有很多居
民居於鄉郊地
區甚或寮屋
區，很少人會

留意到他們的生活狀況。單單在抗擊新冠疫情、協助
政府到鄉郊地區派發防疫服務包一事中，我深深體會
到社區整體對居於寮屋及鄉郊地區的居民分布及生活
狀況並不完全掌握。隨着政府推行完善地區治理，我
期望帶領荃威關愛隊為小區每一個角落展現關懷，以
家訪及舉辦不同活動聯繫居民，向居民提供正確的政
策措施和信息，改善過去偏遠區域缺乏社區服務支援
的情況。
上周六，我帶領荃威關愛隊到光板田寮屋村，為長
者及有需要人等派發端午糉，向他們送上愛心及宣傳
關愛隊的工作。過程中，我們既透過當地街坊福利會

的協助向已有聯繫網絡中的家庭派發糉子，亦上門探
訪較少接觸社區的村民及長者，向他們簡介關愛隊未
來的服務。
於本周一，荃威關愛隊義工在33度炎熱天氣之下，

再次披上關愛隊隊服，逐家逐戶上門拜訪，介紹政府
成立關愛隊的初心。部分家庭或不願意向關愛隊提供
自己的資料，但他們亦沒有抗拒關愛隊留下聯絡資
訊。關愛隊就是藉着這些機會接觸更多家庭，編織聯
繫網絡。

居民如需援手 隊員隨時候命
雖然最近天氣炎熱，每逢提供服務時，隊員和義工

們均大汗疊細汗，但大家仍然抱持信念，精神奕奕，
幹勁十足，上山下山走訪了不少寮屋村民。因為我們
深信，居住偏遠鄉郊的家庭缺乏資源，缺乏社區提供
的支援。社區關懷及支援往往始於認識及了解，始於
我們踏出第一步主動建立聯繫，一旦居民向關愛隊求
助，我們隨時候命。

不難理解，鄉郊地方、寮屋區域等，由於基礎設施
不完善，居民更容易受到不同災害的影響，包括風災
及火災等。
舉例而言，2017年和2018年的超強颱風「天鴿」及

「山竹」對寮屋區居民造成的破壞特別嚴重。風災期
間，居民頓成災民，需於臨時庇護中心暫住，災後個
別家庭的住所更遭到破壞。

助橫龍村火警災民提供支援
今年農曆年初六，川龍橫龍村發生三級火警，燒毁8
個住戶的居所。雖然當時關愛隊還未成立，但我與現
時的荃威關愛隊隊員王玉玲第一時間為災民四出奔
波，搜集各種支援，包括補辦證件、申請援助金、送
上文具及棉被等物資、協助災民與部門磋商安置安排
等，密切跟進個案超過兩個多月，關心以後的住屋安
排。
我現在回想，意外是不能避免的，天災人禍對居於

偏遠地區的居民影響無法想像，但如今關愛隊在荃灣
區各小區已成立，一方面政府會繼續在意外期間及災
後為居民提供協助，但關愛隊亦可以隨時候命，提供
額外支援，幫助受影響住戶早日脫離意外的影響。我

們在橫龍村火災的後續工作就是最佳例子。
關愛隊的工作很有意義。我希望在不久將來吸引更

多充滿愛心和熱情的巿民投身關愛隊義工行列，一同
愛護和貢獻社區，讓我們擁有更美好的家。

◆荃灣區荃威關愛隊隊長、孢子關懷主席 林婉濱
註：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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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荃威關愛隊上周拜訪小區內寮屋住戶，介紹
剛成立的關愛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擬對建
造業及運輸業合共輸入兩萬名勞工，當中運輸業
的外勞除了必須持有私家車/輕型貨車的認可非本
地駕駛執照一年或以上外，還必須來港考牌，以
及通過職前課程和最少10小時實習訓練。對於有
業界擔心，外勞考牌或加重運輸署的工作，使本
地人考牌需時延長。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昨日透
露，運輸署會加班應對外勞司機的考牌需求，確
保不影響本地學員。
根據計劃，運輸業擬輸入8,000名外勞司機，
其中1,700人服務公共小巴及客車司機，外勞必須
通過本地小巴或巴士駕駛考試，以及參加10至12
小時的路面實習訓練。
黃偉綸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過去
數年流失十多萬人力，失業率已低至近3%。政府
現時的做法不只是輸入外勞，也希望透過本地培
訓填補人力。針對外勞司機的考牌要求，運輸署

會加班處理他們的考牌申請，避免阻礙他們考取
相關牌照，同時亦不致影響本港等候考牌的人
士。

黃偉綸：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業
至於建造業引入1.2萬外勞，黃偉綸強調，政府

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行業，「雖然工作辛苦，但
待遇不錯，部分工種工資中位數超過2.5萬元，個
別工種更超過4萬元，因為未來幾年公營及私營
建造工程均需求大。」
他表示，政府及建造業議會投入很多資源，例
如在地盤應用更多資訊科技，地盤工作如今不再
只是體力勞動，需要更高知識水平，年輕人加入
建造業將大有可為，很適合一展所長。
另外，出席同一節目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

菡表示，在輸入外勞計劃下，僱主須為每名外勞
每月繳交400元徵費予僱員再培訓局，政府已計

劃增加僱員再培訓局的學員津貼，由現時5,800元
增至8,000元，讓希望提升技能或轉行人士透過再
培訓受惠更多，既令本地勞工得益，亦讓再培訓
局有更多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上世紀九十年代，
中環歌賦街是享負盛名的印刷街。在時隔4年後，
「同心網絡」將於本周六及周日（17日及18日）
在歌賦街再度舉辦「歌賦節2023」舊街文化保育
活動。今年以「紙．有情永在」為主題，讓香港
市民和遊客參觀主題藝術作品展及藝術創作工作
坊時，可以親身體驗噴漆及舊式印刷技術，將舊
香港的故事印在紙上帶回家。
「同心網絡」總監李偉強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介紹了今年「歌賦節」的主題特色。他說，
歌賦街的印刷店已陸續搬離，街道上不乏藝術精
品店、品牌名店及各地美食店，但要說關於歌賦
街的香港故事，還得回憶一下「印刷」這件事。
其中，「紙．有情永在」主題藝術作品展是以歌賦
街的歷史與發展，以及舊有的印刷技術作為創作主
題。擅長融合Pop Art色彩風格及模板技巧的本地
藝術家Kate Kam加入了這次活動的藝術創作。她
先製作了各式鏤空圖案的鐵片，再用噴漆繪出圖案
的不同部分，最終形成的色彩對比強烈、飽和度高
的噴漆作品，帶給觀眾豐富的視覺體驗。

借出印刷機製噴畫展現港情
Kate向香港文匯報展示了為歌賦節創作的噴
畫，其靈感來自孫中山先生的頭像，還有港式茶
餐廳的各式器物和食物等，均取材自歌賦街的歷

史。她說，希望透過作品向市民呈現一個色彩斑
斕、活力十足、還不忘懷舊的「歌賦節」。
藝術創作工作坊少不了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支

持，除了借出兩部舊式印刷機，學院的學生李芊
慧和張嫣晴還在老師黃卓欣、陳承宗的指導下，
與Kate共同創作活動的宣傳海報，以及一系列以
香港情懷、舊城歷史、街坊鄰里人情世故為主題
的噴畫藝術展品。
李芊慧是首次參與有關社區文化保育活動，形
容體驗十分特別。她此前對歌賦街的歷史並不清
楚，在決心參與創作後，她就到歌賦街尋找創意
靈感，還進行了資料搜集等，「最終我們設計的
海報背景，是參照了舊時報紙的版面排列，文字

的字型也是參考了報紙上的字體。」
「海報中『歌賦節』三個字排列形成了感嘆號

『！』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則用了一個逗號
『，』來表達未完待續的意思，寓意文化傳承會
延續。」兩人的導師黃卓欣補充說，「情」也是
活動的主要元素，希望透過活動拉近人與人之前
的情誼。
身為年輕人的一分子，「同心網絡」會長張嘉
恩和副主席劉天正親自參與籌辦活動。他們表
示，「原來每日下午都有街坊在街邊空地踢毽
子」、「要在街邊的建築物上掛起衣服，就代表
這裏有歌賦節。」正是在前輩的傳承之中，令他
們感受到社區文化的精彩和價值。

「歌賦節」展舊式印刷術 把「舊香港」印回家

◆李芊慧（中）在老師黃卓欣（右）及陳承宗
（左）的指導下，與藝術家共同創作活動宣傳
海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同心網絡」舉辦「歌賦節2023」舊街文化保育活
動，今年以「紙．有情永在」為主題舉辦為期兩天的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黃偉綸強調，特區政府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行
業。圖為工人在地盤工作。 資料圖片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今日將開會討論恒常地出售公屋回收單位，並擬沿用現有定價及轉售
限制，與居屋、綠置居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一併推售。圖為元洲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於本月
14日舉辦主題為「香港區議會何去何從？」的午餐
會，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與西貢區議員方國
珊、曾任觀塘區議員的李華明，以及現任南區區議
會副主席司馬文同場討論區議會改革。陳穎欣昨日
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會上的提問、氣氛，都是針
對她一人。雖然遇到很多「攻擊」，但她堅持立
場，收穫了不少外國人的聯繫，她將會進一步向他
們宣講及說好香港故事。
陳穎欣在帖文中表示，她在台上發言期間，台下

有人不斷搞小動作，例如瘋狂大笑、胡亂拍手等，
「這次出席午餐會猶如是『深入敵陣』，以『一敵
二十』，但穎欣無畏無懼，絕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平
台，堅持說好香港故事，宣講好政府完善地區治理
方案。」

批司馬文戴「有色眼鏡」看方案
她指出，有部分外國人確實不太掌握區議會改革

這件事情，甚至仍然有外國記者誤解「35+初選
案」的背後概念。會上，她批評司馬文戴着「有色
眼鏡」看待區議會重塑，對政府的完善地區治理方
案充滿偏見。「司馬文是現任南區區議會副主席，
也為了『糧支』參加並通過了區議員宣誓，可說是
一名『既得利益者』，之前卻不出席政府為完善地
區治理建議方案舉行的地區諮詢會，拒絕直接向政
府提供意見，只在個人社交網站諸多批評。」
陳穎欣又質疑司馬文對「委任制」的立場。司馬

文身兼的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也是由政府委任
的，況且港英政府當年設立區議會時，已視區議會
為諮詢組織，並稱之為「District Board」而非
「District Council」，「同樣設有委任制，司馬文
和李華明都有一定的資歷，之前港英時代，為何又
不見他們反對港英政府設立委任制？他們不應打倒
昨日的我。反對者或外國勢力造謠抹黑的政治目的
昭然若揭，打擊不了我們，反而推動我們一定要更
堅定地完善地區治理工作，令未來的區議會能更準
確反映民意，使政府能制定更合適的政策，回歸初
心，做好地區服務，為人民謀福祉。」
她重申，基本法根本沒有列明區議會這個區域組

織有任何實權，而區議會只有兩方面的權力，一是
接受諮詢，二是提供服務，所謂監察政府的權力不
過是僭建到區議會之上的。對區議會改革，他們不
斷轉移視線，完全是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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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穎欣、方國珊。 陳穎欣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