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爆出短樁醜聞的天頌苑K及L座，自入伙後就鬧出房
委會拖欠管理費的糾紛，業委會指房委會是2幢短樁樓的
業主，卻一直拖欠7,100萬元管理費，雙方曾嘗試調解，
但未能達成和解協議。而於剛過去的周日，業委會召開
業主大會，以超過97%票數否決房委會向屋苑管理基金
注入1,100萬元的和解方案。

業委會委員斥房委會不負責任
房委會表示，如業主不接受和解方案，在別無選擇情

況下，將恢復銷售天頌苑餘下825個單位，至於具體出售
日期，會在適當時間公布。
天頌苑業委會委員莫炎熙表示，房委會在未解決管理費

爭拗前，就重推貨尾單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指出，若
房委會一意孤行，業委會將採取「釘契」行動阻止賣樓。

房委會擬沿用攪珠抽籤售樓
消息人士透露，房委會最快於明年中重推天頌苑825個

貨尾居屋單位，並沿用過往以攪珠及抽籤方式賣樓。另
房委會在管理費的爭拗上只會支付1,100萬元的管理費，
絕不會再「加碼」，對於業主擬「釘契」阻止房委會賣
樓，消息人士指有關法律問題已交由法律顧問跟進。
律師梁永鏗表示，買家在簽訂臨時樓宇買賣合約前，

律師及賣家均有責任提醒準業主樓宇可能被「釘契」風
險。他又說，只要買家能承擔「釘契」的風險，就可以
購入有關單位，有關風險包括有可能要為房委會支付拖
欠的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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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最快明年中重推825貨尾 不理7100萬管理費爭拗

天頌苑業主擬「釘契」阻賣樓

馬頭圍道重建 1月底提收購價
就業交津關卡多 近8成人促放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政府推出的「鼓勵就業交
通津貼計劃」最快明年第3季實施。惟有調查發現，
41.2%受訪者認為每月只有600元交通費津貼並不足夠，

78.8%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放寬6,500元的個人入息限額，
78%人則不同意申請人需每月工作不少於72小時。負責
調查的團體質疑，政府為計劃設下重重申請關卡，例如
以家庭總收入計算入息上限，受惠的低收入人士將遠較
當局估計的33萬人為低，建議當局放寬有關限制，並要
定期檢討計劃。

每月600元 4成人嫌少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本月訪問362名市民，當中80%為

在職或從事兼職的市民，發現83.7%受訪者指交通津貼能
減輕低收入市民的經濟壓力，但僅半數受訪者認為當局
建議的每月600元津貼足夠，41.2%人認為不足。
現年50多歲的梁女士任職清潔散工，月入約6,000元，

以個人入息上限計算，本應受惠計劃，惟其任職司機的
丈夫月入約萬元，若以家庭入息計算已超出8,500元的收
入上限，加上資產多於6萬元，申領交通津貼的資格「由
有變無」，非常失望。
該中心社工張雪芹表示，該計劃的申請要求高，兼職

等打工仔因工時短未能受惠，建議政府放寬計劃，並應
按通脹檢討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靜雯）房委會與天水圍天頌苑業主委員會就管理費爭拗多時仍未解

決，房委會決定不理天頌苑業主反對，最快於明年中重推天頌苑825個居屋貨尾單位，並沿用

一貫的攪珠方式售賣。業委會批評房委會將責任推卸予新買家，不排除採取「釘契」行動阻止

房委會賣樓。有律師就表示，被「釘契」的單位可繼續出售，但新買家需了解有

關單位的爭拗，將來有可能需要承擔房委會拖欠的7,100萬元管理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郝君兒) 紅磡馬頭圍
道45號J於今年初發生塌樓意外後，市建局提出自行
重建馬頭圍道/春田街的重建項目。市建局正式宣
布，初步計劃於明年1月底前向該區159個物業業主
提出收購建議。有地產界人士則稱，如以同區7年樓
齡樓宇作呎價參考，估計每呎收購價或介乎6,000至
6,500元。
市建局發言人說，今年5、6月已委託測量師就馬

頭圍道重建項目進行估價，不過，春田街雙數戶不
滿未被列入重建範圍，令收購計劃押後。發言人續
稱，早前曾收到50多個意見反對書，若在下月17日
上訴期屆滿前，沒有人再提出上訴，該局最快可於
明年1月底向受重建影響的業主提出收購建議。但若
任何人在上訴期前提出上訴，有關收購可能要再度
押後2至3個月。

利嘉閣料每呎6千至6千5
利嘉閣資料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如以同區7年

樓齡樓宇作呎價參考，估計每呎出價或將介乎6,000
至6,500元。他指出，該區的樓宇樓齡一般偏高，例
如同區的紅磡花園，樓齡已達20年，但現時呎價亦
維持在約5,200元水平，區內樓齡8至10年的樓宇，
呎價則介乎6,500至7,700元，估計市建局的出價，略
低於有關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靜雯）中環卑利街
/嘉咸街的百年市集富地區特色，市區重建局
將分階段重建，並率先在結志街和嘉咸街交
界的地盤B施工，興建一幢兩層高的濕貨零售
中心。受重建影響的14個濕貨商戶可暫時遷
到尚未施工的地盤A和C繼續營業，期間獲免
租兩個月，日後遷出也可退回一半租金，當
中7檔已遷出。市建局主席張震遠稱，分階段
重建的發展成本將會增加2億元，達40億元；
工程亦延長18至24個月，整個項目最快2014
年完成。

14受影響商戶 優先以市值租金租用
該個重建項目共有3個地盤，為減少重建對

商販及市集的影響，市建局將分階段重建。
張震遠表示，本月中當局批准收回地盤B的用
地，故地盤B將率先施工，地盤A和C則已收
購約90%業權。他說，地盤B將興建一幢兩層
高的濕貨零售中心，重建後，現時在地盤B的
14個濕貨商戶，可優先以市值租金租用。
地盤B施工期間，14個濕貨商戶可暫時遷到

地盤A和C繼續經營；街道兩旁的露天小販檔
亦可繼續經營，市建局為他們安裝電錶，亦
預留約300平方米的地方租予商戶及小販儲存
貨物。
明都森記海味負責人關洛森表示，於今年

11月已遷往地盤B繼續經營，現時月租約1.7
萬元，較之前月租約2萬元便宜，但店舖面積
由以往約800呎減至500多呎。他指出，市建
局為市集進行推廣，人流增加，近月生意亦
增加20%。
此外，市建局在嘉咸街市舉辦為期個半月

的推廣活動，由本月11日至明年1月31日，市
民到60個參與計劃的攤檔及商戶購物，即可
參加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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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震遠(左)稱，中環卑利街/嘉咸街分階段
重建的發展成本將增加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社工張雪芹建議政府放寬
就業交通津貼的限制，讓更
多工友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清潔散工梁女士因為
入息超出上限而失去交
通 津 貼 ， 感 到 非 常 失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