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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對費用未達共識 盼獲應急貸款速推工程

租客：腳痛無𨋢 難出行
業主：治安變差須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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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當日我哋已經好快到現場埋位做
嘢，但冇諗到火勢咁嚴重。」油尖旺區議員
楊子熙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因
應這次災情，油尖旺區議員、關愛隊、油尖
旺愛心慈善基金、慈善團體等均各盡其職，
幫助大廈業主及住戶擺脫困境、盡快恢復日
常生活。
「當時好多人突破重重黑煙衝出嚟，有啲

人甚至冇着鞋，我哋幫佢買鞋，有啲旅客同
家人失散，我哋都幫佢搵返。」楊子熙表
示，為了盡快恢復秩序，關愛隊也很快到
場，不僅將受災居民帶往安全位置，還會了
解和收集災民的需求，幫助身體不適者入住

酒店、協助做住宿登記及安排膳食等。

科普如何申援助 對接有關部門
「區議員在這次災情中是一個『聯繫人』
角色，特別在善後工作中，油尖旺全體區議
員及部分其他區的區議員積極與受災居民聯
絡，跟進其需求並提供相應對接單位。」楊
子熙並稱，大廈內還有好多少數族裔，區議
員也收到相關求助，並教他們如何申請相應
援助。為了確保災民得到及時援助，區議員
亦會安排上樓家訪，必要時「直接協助佢哋
申請『財政支援』及『（樂善堂關懷）基
金』。」

在談到如何協助大廈早日復常時，楊子熙
說，區議員亦會協助法團對接政府各個部
門，包括與大廈業主開會，解答消防令、驗
樓令和電梯的相關問題，並解釋市建局的各
種資助狀況。
華豐大廈至今已有60年樓齡，一場大火驚

醒社會應重視住宅安全及火災防範。由於大
廈居民多為花甲之年的老者，後續生活應得
到更多的關注和關懷，楊子熙說，希望政府
能積極幫助受影響居民早日回歸平靜生活，
「我哋一直有積極從事火災善後工作，如果
街坊有什麼需求亦可以向我哋反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區議員做好聯繫人角色 助街坊生活早日復常

華豐大廈火災慘劇發生一個
月，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現場查
看，發現雖然大廈已在進行修繕
工程，但大廈內四處仍可看見火
災的痕跡。

受火災影響最嚴重的是一樓及二樓，這裏映
入記者眼簾只有一片燻黑，唯靠光線勉強辨認
牆面及商業廣告牌。四周牆面漆黑纍纍，部分
牆面如泡沫狀般凹凸不平，似乎已經碳化，附
近多部電梯已停止運作，電梯按鈕板亦被嚴重
燒毀，按鈕內電線蹦出，部分住戶的房門被燒
出大洞，從外可以觀看內部是一片狼藉，可以
想像當時火勢的猛烈程度。

偷總線拖累工程害街坊
由於大廈現可以自由出入，治安問題頻
生，走訪整條樓道，隨處可見被張貼的警方
通知、治安告示及一張「小偷」圖片。據維
修工程人員稱，日前大廈發生盜竊電線事
宜，「佢偷嘅係總線」，即用於電閘連通各
個電掣的電線設備，「啲線唔值幾多錢，一
定賣唔到高價。」但他表示，電線被盜，工

程需要重新製作相關設備，恐致工程因此延
誤，「個賊（如果）真係要錢，我擺兩千蚊
畀佢，唔好偷我條線嘛！」
除了治安問題外，雜物堆放同樣是大廈目前
所面臨的一大難題。由於1樓至7樓的低層電
梯無法使用，部分住戶將巨型老闆椅等廢棄傢
具及垃圾隨意丟棄在樓梯轉角處，嚴重堵塞上
下樓道。上下樓梯十分耗費體力，不少居住低
層的年長者在往返時感到吃力和無奈。

台客重返災場 憶黑煙中奪路求生
記者在採訪時剛好遇見一位來自台灣地區
的旅客吳小姐準備取行李。她回憶說，火災
當日（4月10日）清晨她被戶外的吵雜聲驚
醒，隨後聽見消防車聲，心感不妙，當她打
開門時已見到濃濃的黑煙迎面撲來，她當即
關門並抓起銀包等細軟，穿着拖鞋、摸黑從
後樓梯逃到大街上。由於所住的賓館位於受
火災影響最嚴重的2樓，以致她無法盡快取
走隨身行李，唯有先返回台北，直到近日才
專程回香港到華豐大廈取回行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華豐大廈是一座商住合用大廈，1964年落成，迄今已
足足有60年歷史，大廈有14層高，共230個單位，

其中30餘間是小型賓館。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一些工
程人員正在大廈內更換電線，而受火警影響最嚴重的一樓
及二樓也已有明顯改善。
提起火災當日，大廈4樓的賓館東主、黃女士仍心有餘
悸，她說，起火時間是在上午8時左右，睡眼惺松的她聽
見警鐘響起，立即衝出門查看情況，發現濃煙已湧上樓
層，她隨即返回賓館，「逐道門拍門叫人走，啲住客出晒
嚟跟住我離開賓館行去走廊，點知（再次）打開賓館大門，
走廊已布滿黑煙，啲黑煙湧晒入嚟。」最後她讓一行人快
速撤回賓館，前往最靠近消防門的吉房（空房）等待救援。

火災將生意清零 生意難填工程費
儘管四樓未受到火災波及，但是賓館生意卻幾乎是「一

夜清零」。黃女士直言，就算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市
區個個大小酒店賓館都是賓客盈門、一房難求，華豐大廈
的賓館卻在「拍烏蠅」，「我做咗三十幾年賓館生意，從
未如此冷清過，就算疫情期間最少都有三兩個人客。」她
說，疫情後，賓館入住率原本已恢復至八成左右，但火警
後旅客卻步，而有一些長租客也因大廈環境轉差而退租，
「舊客走咗，新客又冇嚟，日日得個『桔』（零收
入）。」黃女士表示，賓館是她的自置物業，也靠它維
生，「𠵱家就算減價出租都冇生意 ，真係唔知點捱落
去！」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買樓時就只有一道防火門，𠵱

家政府要求我哋做兩道門，否則會釘我契（禁止房產買
賣），如果我唔做，政府會代我做（防火門），聽講話費
用差唔多要20萬。」黃女士說，火災後，消防處要求大
廈內賓館業者加強防火措施，否則將面臨懲罰，「𠵱家我
生計都成問題啦，真係雪上加霜！」
對於火災後修復問題，她認為可以理解大廈法團有難
處。大廈如今已有60年樓齡，外牆、電梯等處均嚴重老
化，加上火災作為催化劑，讓大廈的潛在問題更加激化。
對於有指因電梯老舊，維修費愈來愈貴，因此法團對工程
要耗費巨資問題一直無法達成共識。

葉姓法團主席已辭任
「聽（大廈）法團講，使幾十萬只係令嗰部𨋢 （升降機）行
得到，可以行幾耐，幾時又要維修又係另一回事。如果換部
新𨋢 ，差唔多要成100萬至110萬。如果將四部𨋢 都換咗，
估計要成440萬元。仲未算大廈嘅其他維修費。」黃女士直
言，賓館經營者或者大廈業主多數是老人家，就算分攤費
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堪重負。
因此她希望政府能以低息或免息貸款的方式資助業主進
行維修工程，讓大廈能盡快恢復正常，「至少嗰四部𨋢 可
以正常返，方便旅客及住客上落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大廈火災善後情況向華豐大廈法團主
席葉小紅查詢，葉小紅回應指她已宣布辭去主席一職，因
此不再接受訪問。

「行家喺五一期間個個都搵得盆

滿缽滿，我哋就零生意，日日食穀

種（吃老本）！」4月10日佐敦華

豐大廈火警釀成5死40傷的慘劇，

至今已整整一個月。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前往華

豐大廈觀察，發現大廈內多處遭焚燒及煙燻的痕

跡清晰可見。由於大廈法團對大型工程（如更換

電梯）的維修費用遲遲未達成共識，令致四部電

梯只剩一部可用，七樓以下住客上下樓只能使用

樓梯。有賓館業者直言，由於上下樓極不方便，

大廈內數十家小型賓館火警以來一直是「十室九

空」，就算五一黃金周期間也幾乎沒有旅客入

住，「長此下去肯定『執笠』（倒閉關門）」。

他們期望政府方面能提供應急貸款，使大廈能恢

復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齊正之

除了賓館從業者面臨逆境外，華豐大廈的
租客及業主等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
租客黃小姐表示，自己在這裏租住劏房已

有一年時間，當時火災自己仍在家中，但因
為樓層高所以未受到太多驚擾。然而，大廈
原有的4部電梯，兩部為高層電梯，兩部為
低層電梯（只運行1樓至7樓），由於火災影
響，目前只剩下一部高層電梯運行，至於低
層住戶只能走樓梯，「因為只有一部電梯運
行，如不想等就只能走樓梯。我腳痛，根本
走不了這麼多樓梯，好少出門，就算買餸都
要人幫手。」
被問到是否考慮搬走，黃小姐直言，這裏

位於市區中心，交通方便，租金又相對便
宜，其他同類地段根本沒有這麼便宜的租
金，「都冇錢，可以去邊？度度劏房都係咁
㗎喇，所以我都冇乜感覺。」
年過花甲的業主陳先生則表示，火災後他
沒有到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臨時暫住，而
是自費選擇千元內的酒店居住，「為咗唔同
人逼，所以自費住酒店兩晚。」他說，自己
是獨居人士，且住在6樓，需要自己下樓買
菜，「每日樓梯行上行落，有時都要間中企
下唞順返條氣先。」
由於大廈在火警後一直在進行必要的維修
工程，如更換電線，大廈大門全日長開，各

種人等隨意出入，陳先生很擔心治安問題，
直言出門時常看見生面孔在樓層走動，「雖
然平時都係咁，但（有的陌生人）明顯好鬼
祟。前幾日都有發生有人偷電線案件。」他
說，由於大廈每更只有一個看更，根本不可
能有什麼好的安保效用，「過往返屋企時都
會留意是否被人尾隨，但𠵱 家更惡劣，唯有
更加小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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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賓館負責人黃女士表示，火災之後生意歸
零，積蓄僅能維持半年，希望政府能墊資，以借貸
形式幫助大廈恢復基本運作。

◆華豐大廈四部電梯，兩部負責高層，兩部負責低層，惟目前只有一部高層電梯運轉。

◆10樓的賓館負責人表示，火災後需要降價
吸客做生意。

◆◆33樓不願上鏡的張小樓不願上鏡的張小姐姐（（化名化名））表表示示，，目前目前
生意慘淡生意慘淡，，會向房東申請減租會向房東申請減租。。

◆租客黃小姐表示，火災對自己未有過多影
響，不會因此搬離大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部分住戶房門被燒毀，能從外
透視內部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來自台灣的旅客吳小姐在火警
發生當日只拿了細軟證件等物品
匆匆逃離大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大廈內遭焚燒及煙燻的痕跡清晰可見。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