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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重建延至2030年入伙
施工用地岩層比預期高 土地平整須改動減打石量

房屋委員會昨日開會後，正式公布港島南區華富邨第1a期

包括華安樓及華樂樓兩座樓宇的清拆和遷置安排，首階段約

900個受影響住戶將獲遷至毗連的華景街用地項目。他們最遲

於2027年 7月遷出單位，並將視乎住戶家庭人數獲發放

10,030元至31,910元的搬遷津貼，料涉款約2,490萬元。房

屋署發言人表示，原方案的第一期重建計劃涉及5座樓宇，但

由於位處華富北一幅可提供1,800個接收單位的地皮出現預計

以外的技術困難，入伙日期需由原定2028年下半年延至2030

年上半年，故將第一期重建計劃拆為兩輪，以盡早啟動重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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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舊滲水街坊挺重建 憂新居不就腳

◆華富北項目地盤。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歐先生已於昨日收到搬遷
通知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陳先生與太太在華安樓地舖經營士多四十
幾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分為三期的華富邨重建計劃，將由5幅位於薄扶林南和華富邨現址
的用地，用作接收受重建影響的華富邨居民，合共可提供約

8,920個公營房屋單位，連同華富邨重建後的合共約21,120個單位，較
現時多130%。根據最新情況，第1a期重建計劃的華景街用地的落成日
期將會由原先預計的2027年提早至2026年；第1b期的華樂徑用地的入
伙日期大致維持於2027年至2028年不變。
華富北用地則因在施工過程中發現岩石層比預計為高，以致土地平
整和項目設計都需作出相應改動以減少額外打石量。同時，為緩減對
鄰近居民的滋擾及避免加重交通負荷，需為整體工程設計作出相應調
整，故延至2030年上半年入伙。至於第二期雞籠灣南及雞籠灣北的落
成日期則維持在2030年至2031年不變，而第三期的華富邨原址重建落
成時間亦維持於約2040年至2041年。

華景街項目可提供1208單位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昨日在會後表示，作為接收屋邨的
華景街項目可提供1,208個單位，華安樓及華樂樓住戶如有意購買居屋
或綠置居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亦可在目標清空日期前推出的資助出
售房屋項目中優先選樓。首批清拆的兩座樓宇約有180戶長者戶，房委
會已計劃成立社區服務隊向住戶尤其是長者提供協助。
房屋署消息表示，會在遷置時因應住戶人數、有否分戶等情況在單位
大細上作出配合。參考過往公屋重建項目，約10%居民會選擇購買居屋
或綠置居，華景街項目剩餘單位會撥作接收受重建影響的下一批居民，
又表示明白居民對港鐵南港島線西段的期盼，會與相關部門保持密切聯
繫，確保其走線及啟用時間配合華富邨的重建布局與時間表。

「我在這裏（華富
邨）開檔四十幾年，
多謝街坊們一直以來

的支持，這種屋邨感情如今找不到了！許多港
人連隔壁單位的住戶都唔認識了。」現年73
歲的陳先生與太太在華安樓地舖經營士多，是
邨內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店舖。陳先生本身
居於華富邨內的私樓，多年來與街坊們建立深
厚感情，不少街坊曾因出門忘記帶匙，後來索
性把後備門匙存放於士多，更有邨民於士多存
放數百元儲備，每次惠顧陳先生都用數簿扣
賬，足見彼此間的互相信任。
陳先生說，經常有街坊見他辛苦，義務替他

洗雪櫃及搬貨。被問到拆遷後會否繼續投標經
營其他屋邨檔口，他淡然地說：「老了，要視
乎到時身體狀況頂唔頂到。但就算不再經營，
都一定會經常與街坊們飲茶！」
同樣在華安樓地舖經營醫館近7年的七旬中

醫師吳先生認為，樓宇已經老舊，重建亦合
理。被問到特惠津貼是否滿意，他說：「本身
就是商舖，能得到少許津貼已經好好了。」他
亦指出，將來是否繼續經營要視乎身體狀況。

房署：仍有140店提供服務
房屋署指出，受華富邨重建清拆計劃第1a期
影響的商戶有23個，他們均可獲得十足市值
租金並以定期租約租賃的合資格商戶發放特惠
津貼，金額相等於正式公布清拆相關安排當
日，於租約內所訂明的每月淨額租金的 15
倍。他們亦可獲參與局限性投標的機會，以租
用房委會轄下街市的檔位，中標者在新租約下
可獲3個月免租期。若他們放棄參與局限性投
標，會獲發放一筆過12.5萬元替代津貼。
房委會指出，即使1a期清拆後，邨內仍有約
140間商舖為居民提供不同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華富邨已經好大
變遷了，從前許多補
習社，現時文具店都

沒有，連藥房及投注站都一一搬走了。」現
年65歲的歐先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居於華
安樓，已於昨日收到搬遷通知信。
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華富邨

十分老舊，不時有滲水等情況，支持重建，
但擔心新樓租金較現時每月千多元貴，且現
時位處邨口，交通便利，擔心遷往華景街後
不就腳，考慮購買綠置居。
居於華生樓、受第二期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梁先生表示，目前住處地理

位置方便兼有海景，加上樓齡相對輕，並無日久失修問題，坦言不願搬，
「新的樓宇不會有陽台啦！加上四人家庭只有約2萬元搬遷津貼太少了，希
望可以多一點。」他亦期望港鐵線早日延伸至華富邨。
居於華翠樓的梁太太是最後一期重建的居民，她直言「等不了」，「我

和丈夫都已年過六十，你叫我80歲時才搬？加上第一期拆樓時都會帶來噪
音與環境污染問題，其實分兩期重建便最好了。」她坦言，現時居住環境
和空氣好，但沒港鐵直達是「死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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