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昨日公布一項調查顯
示，49%受訪基層非長
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時
間要6年或以上，22%更
輪候10年或以上。有輪
候16年的單身劏房戶表
示，差20分才獲編配公
屋單位，但計分制下的
分數不斷提升，感覺20
分「好遠」。社協指特
區政府房屋政策忽略非
長者單身人士需要，
「簡約公屋」為家庭優
先，建議開放輪候公屋
滿三年的非長者單身人
士亦可申請。

單身不合資格 無法申房津
社協上兩個月訪問131名居於不適切

居所的基層非長者單身人士，67%受訪
者居於不適切居所6年或以上，58%預
測 5年後仍要租住劏房、板間床或床
位，只有不足1%覺得自己有能力購買資
助房屋。調查並顯示，73%受訪者冀申
請「簡約公屋」，但政府表明家庭優
先，64%受訪者對此不滿。
申請公屋8年的陳女士從事飲食業，
每月劏房租金加水電費約4,000多元，
直言壓力很大，但因單身不合資格申
請政府的房屋津貼。她現時居住的劏
房不足70平方呎，空間狹窄，環境惡
劣，落雨時天花板漏水，更有蜈蚣等

出沒，只想盡快上樓改善環境，並希
望政府讓非長者單身人士可申請房屋
津貼。
申請公屋16年的孫先生在板間房居

住，單位有十多名住戶並共用一個廁
所，且沒有冷氣，夏天炎熱兼有木蝨。
他4年前詢問房屋署，得知差20分可編
配公屋，惟計分制的分數不斷上調，他
其後多次查詢仍相差20分，慨嘆「不長
命或住唔到公屋」。
同樣輪候逾10年的朱女士近兩年因工

傷未能工作，靠儲蓄與綜援生活，其居
住的劏房面積小，沒有廚房，期望政府
對非長者單身劏房戶有安置方案，如讓
他們有機會申請「簡約公屋」。

社協倡大增非長者單身配額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指出，截至今年9
月底，非長者一人申請累積約9.1萬宗，
佔整體約43%，但每年公屋編配額最多
2,200個單人單位，故建議大幅增加非長
者單身配額，「政府已找到足夠土地未
來10年興建超出需求量的公營房屋單
位，是時候考慮增加非長者單身配
額。」
她續指非長者單身公屋輪候者每月入

息中位數為1萬元，調查顯示受訪者租
金佔入息約31%，但非長者單身人士不
符合資格申請政府的現金津貼，她建議
受惠對象涵蓋非長者單身人士，並改革
計分制，為居住不適切居所的獨居非長
者單身戶加分，並即時開放輪候公屋滿
3年的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簡約公
屋」。

強積金總資產十年增143%達1.32萬億
退休保障覆蓋率近百分百「懶人基金」淨回報跑贏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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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強積金制度推行24周年，積金局主

席劉麥嘉軒發表網誌指出，截至今年9月，

強積金總資產已超過13,200億元，比十年前

增長143%，成為打工仔重要的基本退休保

障資源，且不受人口持續高齡化和公共財政

影響，具備可持續性。她表示，強積金實施

前，香港有三分之二打工仔，特別是基層僱

員並沒有任何職業退休保障；時至今日打工

仔的退休保障覆蓋率已接近百分百。相比不

少地區的職業退休金制度，強積金的設計具

備前瞻性和包容性，除一般僱員亦涵蓋自僱

人士及特定行業的臨時僱員，覆蓋更為全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劉麥嘉軒表示，強積金作為香港退休保障的重要
支柱，在覆蓋率、安全程度及可持續性三方面

均表現理想。至於效率及充足度方面，積金局努力
不懈持續作出改善，引入了多方面針對性的優化措
施，令強積金更臻完善，包括於2017年4月1日推
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等。
截至今年9月，「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
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達6.4%，遠高於同期的年
率化通脹率（1.9%），亦跑贏其他基金種類（0.5%
至5.1%）。

轉移「積金易」平台 收費上限可減
劉麥嘉軒相信隨着個別受託人和計劃轉移到「積
金易」平台後，收費上限會由現時不可高於基金每
年淨資產值的0.95%進一步下調至0.85%，增加投資
淨回報，提升強積金充足度。
她強調，要令強積金的保障更充足，僱主及打工
仔多行一步作自願性供款是其中一個有效方法。數

字顯示，僱主和僱員的自願性供款於2014年佔整體
供款的比例為13%，過去十年間比例逐步上升，加
上2019年4月推出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令屬自願
性的供款於今年首三季佔整體供款的比例達24%。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共7.9萬個
在自2000年底（即強積金開始實施時）已經開立

並在過去24年來持續有供款的僱員供款賬戶當中，

三分之一有自願性供款，該批賬戶所累積的強積金
資產平均約為110萬元，顯示自願性供款加強退休
保障的效力。另截至今年9月，共有7.9萬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賬戶，較5年前同期的1.9萬個高出3
倍，累計供款已超過110億元。
積金局亦正進行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

息水平2022年至2026年周期的檢討，完成後會盡快
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

劉麥嘉軒表示，強積金即將迎來更多優化改革，
包括「積金易」平台於今年6月投入運作所帶來的
減費效應已陸續顯現；政府於明年5月1日實施取消
強積金對沖安排，進一步壯大打工仔的退休儲備；
以及明年內為強積金「全自由行」制定具體方案和
完成法例修訂，在「積金易」平台全面運作後盡快
實行，讓打工仔可更靈活地管理強積金，同時亦增
強市場競爭，進一步創造減費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昨日主辦十大傑出青年選舉頒獎典禮，特
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出席並致辭
指，活動每年均發掘和表揚在各自領域中
取得卓越成就，以及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
的傑出青年。今年的主題是「傑出．從未
停步」，充分體現了傑青選舉追求卓越、
永不言倦的精神。他衷心感謝國際青年商
會香港總會舉辦了這個深具意義的選舉，
讓社會認識香港有這麼一班對社會有熱
誠、有承擔的優秀青年。
十大傑出青年選舉今年已來到第五十

二屆，跨越了半個世紀。今年十大傑出
青年選舉結果上月出爐，當選傑青包括
前香港男子劍擊運動員張小倫、女子網
球港隊隊長張玲、香港冰雪攀登女運動
員龔子珊、香港女子武術運動員莫宛
螢，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麥龍兒、腦神
經科專科醫生劉巨基、眼科專科醫生黃
藹汶，科技公司「路邦」創辦人麥騫
譽、氣候專家戴沛權，香港人壽保險經
理協會副會長容思瀚。
卓永興昨日讚揚，今年選出的十位傑

出青年，勇於挑戰困難、追尋理想，更

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是年輕人的良好
榜樣。他形容傑出青年的成功故事會為
社會帶來正能量，啟發更多青年自強不
息、奮發向上。

《青年發展藍圖》已完成80項措施
他表示，國家與特區政府均十分重視

青年發展，願景是培育香港青年成為愛
國愛港、具備世界視野、有抱負和具正
向思維的新一代。《青年發展藍圖》提
出了160多項措施，全面支持年輕人在
「四業」──即學業、就業、創業、置
業的發展，為青年提供更全面、更到位
的支援。為了確保《藍圖》與時俱進，
特區政府去年再新增接近60項措施。在
這 200 多項措施中，已完成當中約 80
項。
他續指，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

長官亦強調要持續促進青年發展，更推
出了一系列加強支援青年發展的措施。
展望未來，政府會繼續凝聚和推動各方
力量，支援和裝備年輕人，讓他們茁壯
成長，以為國家強國建設和香港的繁榮
安定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器官捐贈者大愛無私，
為受助病者延續生命之光。特區政府衞生署署長林文
健昨日出席「大愛恩人秋祭」活動時表示，目前中央
器官捐贈名冊已有38萬多個登記，惟每日約有2,000名
瀕危病患者需要器官捐贈，捐贈人數仍未足夠，不少
病人未等及器官便離世，呼籲巿民將器官捐贈意願告
訴家人及親友。
林文健表示，已在18區加強設立器官捐贈站，並與
六大宗教團體和媒體合作宣傳，希望令社會對器官捐
贈有更正確觀念，積極響應。他並提醒2008年或之前
用器官捐贈卡登記器官捐贈的人士需要重新登記，令
資料得以過渡至電腦系統。

79人捐器官救活230人 秋祭獻花致祭
他昨日聯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李立業、

腎臟基金會及器官捐贈行動組等團體，與16名受贈者、
捐贈者家屬到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大愛恩人」紀念
花園，舉行大愛恩人秋祭儀式，向79位長眠於此的器官
捐贈者獻花致祭。行動組召集人周嘉歡表示，79人捐贈
的器官已救活230多名病人，實在功德無量。
心臟移植康復者馬暢初分享表示，年輕時生活紊
亂，50 多歲已患有糖尿病及冠心病，需要「通波
仔」，「然而心臟功能仍一直衰退，其後降至只有少
於三成，醫生告知要換心才能保命。」
他等了三年，終在2019年獲換心機會而重獲新生，
「收到換心通知時心情奇妙，翌日做手術，約兩年後
已可正常生活及做運動，生活質素大大改善，目前只
需每三個月到醫院覆診一次。」他現時積極投入義工
工作，並透過運動強身健體，活出生命的姿彩。
腎臟輪候者、香港運動協會主席黃炎華表示，他20多
年前也因經常應酬，作息不定時而引致腎衰竭，後獲得
換腎機會重生，惟換腎10年後病情復發，疫情期間兩次
感染新冠肺炎，令腎衰竭速度更快，最近要重新洗腎，
正輪候第二次換腎，但坦言機會渺茫，餘生或要洗腎。
他表示，腎病患者常感疲倦，每次洗腎要花上一整
晚時間，還要跟從嚴謹步驟及需家人陪同，「洗血過
程要有家人在旁監察，以防有突發事件，器官移植才
是最佳治療方案。」他呼籲市民以行動支持器官捐
贈，並將意願告訴身邊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署由昨日起進一步擴展
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網絡，逾110間在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下
的認可服務單位亦可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日間暫託服務。全港各
區的日間暫託服務點會由約190個大幅擴展至逾300個，全面地
讓長者、其家人或照顧者獲得適切的照顧及支援，以紓緩照顧者
的壓力。市民可透過「暫託服務/緊急住宿空置名額查詢系統」
（www.ves.swd.gov.hk）獲取各區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的資料。
社署鼓勵有需要的長者及其照顧者致電照顧者支援專線182 183，
由社工協助安排配對暫託服務；直接向提供長者日間暫託服務的單
位申請；或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
或長者服務單位（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轉介。

香港文匯報訊 大熊貓「盈
盈」今年 8月誕下一對龍鳳
胎，BB們如今已近4個月大。
海洋公園昨日於社交專頁上傳
視頻，分享「盈盈」和細佬的
親子時光，只見身為媽媽的
「盈盈」母愛爆棚，對龍鳳胎
BB格外寵溺。
視頻中，「盈盈」雙手攬實
細佬，一邊舔舐一邊施展「愛
的抱抱」，細佬一度想掙脫媽
媽的懷抱：「媽咪，我想出去
玩啦！」但最終還是在「盈
盈」母愛的攻擊下，乖乖躺在
了媽媽的懷抱裏。
不少網友貼上留言感慨
「盈盈」母愛偉大，「『盈
盈』真係一個充滿慈愛嘅媽媽，香港熊貓
界之光。」「『盈盈』這對寶貝真係得來
不易，所以特別珍惜寵愛這對孩子。」還
有網友看到「盈盈」對細佬又親又抱，笑
稱「盈盈」「重男輕女」，錫仔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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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間暫託服務點擴至逾300個

「盈盈」攬實細佬
網友笑「重男輕女」

卓永興：傑青經歷啟發更多人奮發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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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居住的劏房天花漏水。
受訪者供圖

●陳女士居住的劏房時有蜈蚣等出
沒。 受訪者供圖

●「大愛恩人」秋祭儀式上，參加者向大愛恩人默哀
一分鐘。 主辦單位供圖

▲劉麥嘉軒表示，強積金即將迎來更多優化改革。

◀積金局表示，時至今日打工仔的退休保障覆蓋率已接近百分百。
圖為長者聚集下棋。 資料圖片

●「盈盈」和細佬的親子
時光。 海洋公園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