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天文台昨日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指，極端酷熱天氣持續，新界多區錄得

攝氏35度以上，預料今日氣溫亦高達

34度。酷熱天氣下，劏房等不適切居所

住戶的體會最深，關注團體社區組織協

會的調查及實測亦顯示，這些住戶飽受

酷熱煎熬，劏房平均室溫一般比天文台

最高氣溫高1度至7度，溫度比過渡屋

高4度，實測更發現有位於元朗的鐵皮

屋，室溫高達40度。68%受訪劏房住戶

表示擔心長期開冷氣，加重水電費負

擔。社協促請政府重推家居改善計劃，

資助基層購置抗暑電器，以及增設劏房

電費津貼及減免水費，緩解住戶的經濟

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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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屋40度如焗爐 關窗5分鐘熱到手震
68%受訪劏房戶憂長開冷氣電費貴 社協促設津貼助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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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市中心關愛隊一直
致力與居民攜手，共同為建
設和諧社區努力。近日，關
愛隊舉辦一場有關《2024年

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修訂條例》）的專題講
座，吸引區內多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成員
參與，一同認識《修訂條例》，以提升屋苑管理水平，促
進社區和諧，為居民提供更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
講座邀請兩位建築物管理領域的專業人士，深入淺出地
講解《修訂條例》的重點內容，並結合實際案例詳細說明
條例的應用和影響，幫助與會者全面了解條例的背景、核
心內容及對屋苑日常管理的深遠影響。
活動當日，現場反應非常熱烈，大家踴躍發問，積極交
流，並提出不少有關運用《修訂條例》來改善屋苑管理的
具體想法。有業委會成員表示，這場講座讓他們學到實用
的法律知識，對提升屋苑管理透明度和效率充滿信心。
這次活動的圓滿成功，使關愛隊更加堅信，社區教育活動
不僅能為區內居民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更讓他們了解到每
個人都能在社區服務中擔當重要角色。未來，關愛隊會舉辦
更多關於大廈管理的分享會，協助各屋苑改善管理水平，進
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為整個社區創造更美好的居住
環境。
關愛隊亦會繼續舉辦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為社
區提供更多實用資訊，增強居民之間的凝聚力和互助精
神，與大家攜手共建和諧社區。

●沙田馬鞍山市中心關愛隊隊長龔美姿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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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透

露，現時已有超過100個政府及私人項目採
用「組裝合成」（MiC）建築法，預計未來
5年完工的「組裝合成」樓面面積約250萬平
方米。該局正落實不同措施，粵港兩地於上
月23日至28日合辦了一個大型推廣活動—
「『組裝合成』模塊化建築產業發展周」
（發展周），除促進各地交流及將MiC推廣
至國際，亦公布一系列強化措施以完善MiC
產業鏈的發展。她表示，發展局會繼續在本
地和海外推廣這種先進建造方法，將粵港澳
大灣區打造成「組裝合成」建築科技和建造
中心，令其MiC建築成為全球具有競爭力的
建築品牌。

港深辦座談 業界反應踴躍
甯漢豪引述發展局助理秘書長（高效建
築）何進生指出，過去業界較少接觸涉及
「組裝合成」組件的跨境貿易，因此發展局
於發展周啟動禮上亦發布了《粵港「組裝合
成」模塊化建築跨境貿易指南》(《指南》)，
提供申請保稅加工貿易安排及出口組件至香
港的跨境稅務申報指引，幫助業界了解整個

貿易流程，並列明在加工貿易模式下，進口
貨物免收關稅和增值稅，以助企業減輕資金
壓力。發展局亦在港深兩地舉辦座談會，講
解《指南》內容，業界反應踴躍。
建科院於啟動禮上向首批 8間「組裝合

成」製造商認可計劃下通過嚴格評審的製造
商頒發認可證書。建科院主席韓志強表示，
會定期檢討及提升相關評審標準，確保認可
製造商能夠維持高水準、高品質，提升公
眾、業界及審批部門對認可計劃的信心，進

一步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技術的發展與應
用。建科院正與香港大學模塊組合建造實驗
室及廣東省建科院合作，共同制訂及完善
MiC相關的灣區標準，促進灣區互聯互通及
助力MiC技術走出世界。
甯漢豪引述參與公眾導賞團的林先生表

示，他從導賞團了解到MiC最新的建造方法
可大大改善樓宇漏水等問題，提高了他對這
種建築方法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官員有Say

港逾百工程用「組裝合成」助品牌推向國際 香 港 文 匯 報
訊（記者 黃子
晉）特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林
定國昨日在社
交平台發帖宣
布，展開上任
後首次歐洲訪
問，行程包括
荷蘭阿姆斯特
丹、法國巴黎
及 意 大 利 羅
馬，將於未來
數天與國際法
律機構、歐洲
政府部門及商
界代表會面，
推廣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獨特優
勢，並探索更多合作機會。
林定國表示，期待與大家攜手說好香港故事，展示香
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地位，以及在國際舞台
上擔當「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的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芷珊）青年創研庫昨日公布「從照顧雙方視
角看居家照顧支援」研究報告，顯示部分長者難以接受被照顧的身份，
照顧者亦缺乏經驗，雙方期望落差引發矛盾，部分社區設施亦未夠友
善。團體建議設立跨專業照顧團隊、樂齡科技體驗室及照顧者課程，提
升居家安老質素。
青年創研庫5月至6月訪談36名照顧者與長者，發現照顧關係經常是
突如其來，例如長者因意外或健康急變，他們需適應身體變化，亦會因
被照顧的身份而感到壓抑；照顧者則因不熟病況或輔助器材而無助。雙
方價值觀時有分歧，例如照顧者期望被照顧的長者改變生活習慣配合健
康管理，長者卻希望維持自主，導致矛盾。長期病患亦削弱長者意志，
增添消極情緒。研究亦發現，社區資訊分散，輔助行走設施及公共交通
未貼合長者需要，令他們覆診及社區活動受限。
青年創研庫社會民生組召集人倪智承表示，人口老化加劇照顧壓力，
建議試行「長者為本」跨專業照顧團隊，在長者比例高的社區推行「全
人照顧」。副召集人張綽嵐建議設立照顧者課程，提升技能與情緒管
理，並推廣安老規劃。成員賴翠茵提議在長者社區設樂齡科技體驗室，
供試用及租借，並檢視無障礙設施與交通友善度，建友善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預計最快明
年啟用的新皇崗口岸將採用「合作查驗、一
次放行」新通關模式。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
峯昨日表示，該模式將港深兩地出入境設施
設於邊界線上，旅客完成一方檢查後即可進
行另一方檢查，無須重複排隊，通關效率顯
著提升，惟口岸設計需確保設施集中且分界
清晰是最大挑戰。他指，去年本港出入境人
次達2.98億，回復至2019年水平。
郭俊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新皇崗口
岸預計年底落成，後續工程完成後最快明年
啟用，口岸將首次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
行」模式。「這種模式將兩地自助通道或櫃
枱設於邊界線上，旅客完成香港出境檢查
後，立即接受深圳入境檢查，無須再次排

隊。」他指，最大困難在於口岸設計，需將
兩地設施集中於同一地點，並確保清晰分界
線，現時新皇崗口岸正能滿足此要求。
為提升通關便利，入境處將善用科技。郭
俊峯透露，今年第三季起，合資格香港居民
可於機場入境時透過面容辨識使用「e-
道」，無須出示證件或二維碼。入境處亦正
研究私家車自助通關技術，讓市民更便捷出
入境。

郭俊峯：去年錄近3億人次出入境
郭俊峯並表示，去年香港錄得2.98億出入

境人次，接近2019年的3億人次水平，反映
通關活動已全面復甦。近期港人北上成趨
勢，每逢周六約50萬人次經各口岸離境，當

中以深圳為主要目的地。入境處致力提供高
效服務，確保旅客體驗順暢。
他又透露，今年首5個月有超過1.2萬人被

拒入境，佔同期入境訪客約0.06%。拒入境
原因包括入境目的可疑，如涉嫌「打黑
工」、未持有效旅行證件或持偽造證件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出席一個禁
毒宣傳活動時表示，「太空油毒品」禍害多，針對「太空油」這個
看似美化毒品的名稱，局方必定會為這毒品改名，「但改什麼名，
先賣個關子，不久的將來我就會正式宣布，但記住服食依托咪酯
（「太空油毒品」主要成分）後似喪屍，死了都沒人知，所以千萬
不要碰。」除了會為「太空油毒品」改名，保安局亦會在新學年開
始後，把「太空油毒品」主要成份依托咪酯，納入「健康校園計
劃」下的驗毒檢測中，希望讓學生加深認識「太空油毒品」的禍
害。
因應最新毒品形勢，禁毒處已經準備在學生自願參與的校園檢測

中加入依托咪酯的檢測，目標在下學年推行。除「健康校園計
劃」，禁毒處亦推行「動敢抗毒」計劃，透過體育活動協助青少年
遠離「太空油毒品」及其他毒品，參與這兩個校園抗毒計劃的中學
總數已佔全港中學約六成。
自2025年2月14日政府將依托咪酯列為毒品後，執法部門至5月

底已阻截超過220,000枚毒煙彈流入市面，共拘捕405人，當中有
153人涉及販運危險藥物，佔被拘捕人數接近四成。

新皇崗口岸通關將採「合作查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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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隊辦物管講座
助屋苑提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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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倡設跨專業團隊支援居家安老 「太空油毒品」擬改名納校園驗毒檢測

◀現時已有逾100
個政府及私人項目
採用MiC建築法。
圖示位於火炭的小
學新校舍透過MiC
技術建成。

網誌圖片

▲發展局與廣東
省住建廳、海關
廣東分署、廣東
省稅務局在深圳
舉辦模塊化建築
企業座談會。

網誌圖片

●郭俊峯稱出入境人次回復疫前水平。圖為
香港高鐵西九龍站。 資料圖片

酷熱天氣下，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猶如桑拿房，其
中楊女士一家三口蝸居在深水埗一間天台板間

房14年，唯一的窗口被玻璃密封、無法打開通風，
楊女士表示每年夏天都「好難捱」。
就算開着電風扇，入屋5分鐘已經不斷流汗，她
說：「睡得不好，翻來翻去，走出走廊也很熱，露
台更熱，太陽曬下來，水電費要幾百元一個月。
（記者：自己負擔得到嗎？）負擔不到。」為慳電
費，最便宜的消暑方法是凍水淋身，她透露有時每
日要洗澡3次才足以消暑。
另一名住在元朗鐵皮屋的住戶表示，酷熱天氣難

以忍受，關窗半小時即「爆汗」，5分鐘後熱得手
震心跳加速，女兒已剪短衣服仍感酷熱，屋內汗酸
味瀰漫，他盼政府補貼水電費。

35.7%住戶無法開窗 4%單位無窗
社協5月至7月訪問300名劏房、板房、天台屋等

不適切居所住戶，另訪問34名過渡性房屋住戶，以
及在上月底至本月5日在深水埗、油尖旺、觀塘等
不同區份的11間不適切居所及3間過渡性房屋量度
室溫，元朗一間鐵皮屋錄得40度高溫，觀塘天台劏
房也高達39度，比天文台當時最高36.5度氣溫高出

幾度，部分劏房即使開冷氣亦難敵酷暑。
調查發現，93%受訪者指今年夏天較往年更為酷

熱，降溫方式上，77.3%受訪者靠開冷氣或風扇，
42.3%選擇多沖涼，36.3%開窗通風。然而不適切居
所受訪者中，35.7%因房子的窗戶面向天井等原因
無法打開，4%單位無窗。
另外，80.3%不適切住所居民認為水電費高企，

其中電費中位數為350元，水費100元，但他們的收
入中位數僅1.15萬元，遠低於全港水平的2.25萬
元，租金佔收入近45%。至於過渡性房屋住戶的水
費及電費中位數，分別僅為25元及250元，比不適

切住所居民為低。

冀重推「抗熱物品資助券」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簡樸房條例尚需4年才能
全面實施，意味不適切住所的基層住戶仍需捱4年酷
暑，促請政府提供津貼及抗暑物品。社協指出，過渡
性房屋顯著改善居住環境，促政府加快安置基層入住
簡約公屋。同時，建議政府重推「抗熱物品資助
券」，讓基層選購遮光窗簾、冷氣機等，以及鼓勵兩
電增加劏房電費津貼配額及資助額，長遠宜每月向每
名不適切居所住戶，提供200元能源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