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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成劏房家長指蝸居礙子女發育

▲工聯會建議劏房兒童家庭優先
入住「簡約公屋」。 資料圖片

◀工聯會調查發現，近八成居於
劏房的受訪家長承認，子女發育
受侷促的居住環境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常彎腰床上做功課易「寒背」群鼠亂竄兒童嚇壞難眠
惡劣的居住環境不單令生活不便，更會影響下一代

的身心健康發展。香港工聯會的調查發現，近八成居

於劏房的受訪家長承認，子女發育受侷促的居住環境

影響，早前更有調查發現近八成接受檢查的兒童脊骨

有問題，多因劏房空間有限下長期姿勢不正，常彎腰

在床上完成功課等，導致「寒背」或脊柱側彎等痛

症。工聯會呼籲特區政府讓育有兒童的劏房家庭優先

入住「簡約公屋」，並提供適切交通、入學配套設施

﹙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工聯會協助有兒童劏房家庭建議
◆放寬讓育有兒童的劏房家庭須輪候公屋超過3年方
能申請簡約公屋的限制，按計分制與供求狀況，讓
更有需要的家庭優先入住「簡約公屋」

◆貧窮的兒童劏房家庭，包括正領取低收入家庭津貼、
全額書簿津貼和綜援的家庭，可以獲取一定的一筆過
搬遷津貼。綜援家庭更可以透過關愛基金或其他慈善
計劃申請一些家電和傢具

◆教育局應該協助劏房戶搬遷往「簡約公屋」或過渡性
房屋的兒童轉入新學校，並為經濟困難的搬遷家庭提
供轉校津貼以購買新校服和教科書等

◆房屋署應承諾在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項目完
結時，為合資格上樓的家庭做到無縫銜接編配公
屋，避免他們再次居於劏房或其他過渡性房屋

◆房屋局定期舉辦「睇樓團」，讓有意申請過渡性房屋
和「簡約公屋」的人士增加對項目和周邊配套的了解

◆改善「簡約公屋」項目的交通配套，為有條件項目增
加「屋邨客廳」提供社交及託管設施，釋放婦女勞動
力，幫助兒童融入社區生活，吸引有兒童的劏房住戶
搬入「簡約公屋」

◆在大型的「簡約公屋」項目提供基層有明顯需求的社
會服務，例如就業輔導、再培訓課程、新來港人士適
應課程、託兒服務等，讓入住者在家門口都能享有所
需服務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目前有約4萬多名18歲或以
下青年及兒童居住在環境狹窄的
劏房。工聯會昨日推出的「告別
劏房由兒童開始 2.0」研究報
告，希望聚焦解決「劣質劏房的
定義」、「長居劏房對兒童的影
響」、「如何吸引有兒童劏房戶
搬入『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
屋」等問題，建議放寬讓育有兒
童的劏房家庭，無須硬性規定必
須輪候公屋超過 3年方能申請
「簡約公屋」，並按計分制與供
求狀況，讓更有需要的家庭優先
入住，又建議貧窮的兒童劏房家
庭可以獲取一筆過搬遷津貼，綜
援家庭可以透過關愛基金或其他
慈善計劃，申請一些家電和傢具
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昨
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政府應為
「劣質劏房」下定義，以便提供
適切協助，建議可以從樓宇結
構、消防安全、居住面積、環境
衞生、租務等方面進行定義。居
住面積方面，工聯會建議低於6
平方米或65平方呎則可定義為劣
質劏房。

馬桶淋浴區不分 應算劣質劏房
在設施、環境衞生方面，以

公屋、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
能提供的設施為基準，對比一

般居於適切住所家庭的狀況，
未能滿足獨立廁所，未能區分
馬桶與淋浴區域；沒有獨立廚
房（如有需要），或煮食設備
放在睡房或廁所等，應視為劣
質劏房。
在租務方面，若業主未有遵守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水務設施條例》、《水務設施
規例》（香港法例第102、102A
章）法例，其中包括租期開始60
日內須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
「租賃通知書」（AR2）及註冊用
戶（業主）只可向其處所佔用人
（租戶）收回繳交給水務署的水
費，不能收取其他費用等針對劏
房的租務管制，應視為劣質劏
房。
對有兒童的劏房家庭，工聯

會建議放寬「須輪候公屋超過3
年方能申請簡約公屋」的限
制，讓更有需要的家庭優先入
住簡約公屋。對於貧窮的兒童
劏房家庭，包括正領取低收入
家庭津貼、全額書簿津貼和綜
援的家庭，可以獲取一定的一
筆過搬遷津貼。綜援家庭更可
以透過關愛基金或其他慈善計
劃申請一些家電和傢具。此外
教育局、房屋署、房屋局及其
他社會服務機構，均應制定措
施，向這些劏房兒童家庭提供
適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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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調查訪問逾300個劏房兒童家庭，獲得229份有效
問卷，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發現近八成家庭承認居

住環境影響子女發育，居住於不適切居所對家庭成員負面影
響的各項描述中，平均分（滿分5分）最高的陳述是「我很擔
心子女的成長受到影響」，達 4.14分；其次為「我經常擔心
居所周邊的衞生問題」，達4.08分；接着就是「居住環境令
我的子女無法專注學業」，達4.07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表示，調查結果顯示，不適切居

所對受訪者，以及子女的身心健康、個人成長、人際關係等
各方面都造成嚴重影響。

落雨必水浸「小強」爬飯菜
葵涌西社區幹事陳安妮表示，最近和立法會議員陳穎欣、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探訪劏房戶時，其中一家五口住在150呎的
劏房中，父親打散工，母親是家庭主婦，3名子女只能在上下
床玩耍以及做功課。她說：「這戶劏房月租5,800元，150呎
的居住面積，人均只有30平方呎，對3名兒童的學習、身體
發育都有很負面影響。」
葵青社區幹事周潔莹說，葵青區不少建築物依山而建，劏

房戶眾多：「但凡遇到落雨必定水浸，不時還會有污水渠倒
灌，或者蛇蟲鼠蟻問題，嚴重到有劏房戶反映，煮完飯，轉
過頭，蟑螂立馬爬到飯菜上，居住環境極其惡劣。」
荃灣社區幹事夏泳迦指出，荃灣市中心附近劏房繁多，而

這些大廈天台很多雜物，樓下又多賣菜攤檔，可以想像周邊
環境如何的惡劣。「有劏房戶反映，小朋友怕老鼠，群鼠夜
晚四處亂竄覓食，嚇得小朋友晚晚睡不着。但因為屋內小雜
物多，難以根除鼠患，父母夜晚只能抱緊子女入睡。」
黃大仙社區幹事李忠澤指出，黃大仙區劏房集中在新蒲

崗、牛池灣等地方。曾有一戶人家三代同堂，本來是天倫之
樂，但三代擠住在一個狹小劏房單位內，就只有悲哀和緊
張。「家庭支柱是兩夫妻，他們均從事基層工作收入微薄，
公屋輪候遙遙無期，生活十分壓抑艱難。他們向我們求助，
但在目前的房屋制度下，我們能做的亦十分有限。」

盼落實告別劏房具體路線圖
吳秋北表示， 特區行政長官在去年公布施政報告時承諾，5
年內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加上各種非政府機構提
供的過渡性房屋，預計可提供合共5萬個單位，最早可於2030
年入伙，再加上公營房屋的供應大幅增加，令改善劏房兒童
居住環境變得可行，「我們期望今次『告別劏房 2.0』研究發
布，可以促使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切實回應基層市民和我
們的訴求，落實告別劏房具體路線圖，真正達至『民有所
呼、我有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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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短跑飛人蘇炳添昨日到訪培僑

中學參與「與冠軍同行」活動，與同學

們分享自己的「堅持」故事。「中國飛

人」蘇炳添堅持追夢、勇敢拚搏、永不

放棄，這種精神與香港運動員在杭州亞

運展現敢拚善戰能贏的香港精神一脈相

承。透過蘇炳添與香港學生的互動，激

勵港青堅持追夢、奮勇拚搏，成就美好

人生，成為貢獻國家和香港的棟樑之

才。

蘇炳添在東京奧運男子100米準決賽

中，在 32 歲「高齡」，以 9 秒 83 打破

亞洲紀錄，成為中國首位闖入奧運男子

百米決賽的運動員。在百米決賽場上，

蘇炳添再以9秒98的佳績獲得第六名，

又和隊友獲得東京奧運 4×100 米接力

賽銅牌。如今年屆 34 歲，蘇炳添仍希

望明年出戰巴黎奧運。

蘇炳添超越年齡、超越傷病、堅持為

夢想拚搏的故事，讓學生倍感鼓舞、頓

生動力，學生種下為夢想勇敢拚搏種

子。

蘇炳添分享的「堅持」故事，首先是

堅持夢想。蘇炳添身高只有1.72米，而

短跑運動員的「黃金身高」是1.8米以

上，因此亞洲選手難於殺進奧運百米決

賽；蘇炳添在 2019 年韌帶嚴重受傷，

甚至可能導致殘疾，且已年逾 30 歲，

到了運動生涯分水嶺。但蘇炳添表示，

當時內心深處有一道聲音不停對自己

說，要堅信自己還有能力繼續奔跑。蘇

炳添在內地也曾勉勵年輕運動員，不要

輕易放棄上天給予的天賦。

其次是堅持拚搏。疫情影響令蘇炳添

在參加奧運會前已超過500多天沒有參

加比賽，但他堅持科學訓練，並大膽改

變起跑動作提升成績，「一點一點地

爭。」蘇炳添勉勵學生：「我花了三年

的時間從9秒99提升到9秒91，再花了

三年到達9秒83，堅持一次有很多人能

夠做到，但堅持多次則不是每個人都能

夠做到。」

蘇炳添的堅持故事，讓人聯想起剛結

束不久的杭州亞運會上，港隊健兒面對

強手，頂住壓力、頑強拚搏，最終取得

歷來最好成績，蘇炳添和港隊健兒為實

現夢想，始終保持高昂鬥志、頑強奮

戰，充分體現敢拚善戰能贏的精神，激

勵香港青年即使面臨逆境，亦要堅持信

念、堅定信心、絕不氣餒、敢闖敢幹、

捕捉機遇，必定能克服挑戰，創造佳

績。正如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所說，

「堅持」是現時青少年教育中很重要但

常被忽視的一環。在面對困難時，學生

們需要擁有堅持的心，才能更長遠的面

對未知的挑戰。

蘇炳添激勵港青堅持追夢奮勇拚搏
特區政府為增加房屋供應，在新界新建多個

社區，新的公營屋邨陸續入伙。對於這些位置

比較特殊的新居住區，巴士是主要交通命脈，

不過不少新區巴士服務跟不上，不能滿足需

求，例如粉嶺皇后山邨在早上上班上學高峰

期，巴士站大排長龍。運輸署為新發展區巴士

市場引入競爭，鼓勵新專營巴士加入競投，以

競爭促進步，初衷良好，但關鍵是要實現提升

巴士服務、便利市民的目的。中標巴士公司服

務未如理想，政府必須敦促其盡快改善，並持

續監察巴士公司的服務表現。長遠而言，政府

要具前瞻性地規劃新發展區的公共交通配套，

合理重組巴士路線，提升服務水平。

粉嶺皇后山邨、西貢十四鄉等新發展區的巴

士服務備受關注。以往新區發展需要巴士服務

時，運輸署與專營巴士公司直接商討開設新路

線，但2019年起新路線改以競投方式決定由哪

間巴士公司營運。據了解，為鼓勵新的營運商

投入市場、增加競爭，有關的計分制度採用多

項指標，包括票價、車資優惠、過往表現包括

脫班率和投訴數字、ESG（環境、社會和管

治）即投入環保車隊和社會責任等，還引入其

他競爭因素，促進服務提升。

在新制度下，過往甚少提供新界巴士服務的

城巴獲得皇后山5條跨區巴士線專營權，可惜

城巴運力有限，無法大幅增加班次。結果導致

當區居民搭巴士往返市區費時失事、怨聲載

道；西貢十四鄉多條巴士線亦由較少新界巴士

營運經驗的城巴中標，有地區人士擔心將重蹈

皇后山的覆轍，質疑運輸署的競投制度是「本

末倒置」，促請署方引入競爭時除了考慮競爭

因素外，亦要考慮新營運商的承載能力，把居

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確，為新巴士路線引入競

爭合理，但必須以提升服務、便利市民為最根

本目的，不能為競爭而競爭，價低者得的競投

機制亦要檢討。

另外，有立法會議員指出，城巴在新界的

車廠少，車廠主要在港島及九龍區，要在新

界調配車輛有困難，對服務靈活性是一大挑

戰，建議運輸署同城巴要盡快覓地建設新車

廠，令資源調配更為有效。昨日運輸署回應

傳媒查詢時表示，署方積極與巴士公司商討

加強往返市區的公共交通服務，本年度提出

多項加強皇后山巴士服務的建議，會密切留

意皇后山公共交通的運作情況及乘客需求，

有需要時會考慮適當調整服務。政府是巴士

公司服務的監督者，不僅在競投階段，中標

後的服務更是監督重點。中標巴士的服務未

能兌現競投時的承諾，運輸署有責任敦促其

改善服務，若情況長期不能改變，甚至應該

選擇其他更有能力的運營商。

隨着「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新界未來將有

大量人口居住，巴士在交通服務中扮演非常重

要角色。運輸署應該針對整個新界區的發展規

劃，與巴士公司探討全盤的方案，以服務市民

為依歸，做好新界的巴士交通規劃。

巴士引入競爭 須以提升服務為依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