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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注資關愛基金望息風波

新民黨捐款 撐支援服務

財政預算案經修訂後，建議向全港18歲或以上的香港

永久居民派發6,000元，有輿論認為遺漏了新來港人士，

政府從善如流，宣布透過關愛基金向新來港人士派發

6,000元，但建議設入息審查。曾俊華提出的有關修訂

案，因反對派怕得失選民不敢反對，以34票贊成、11票

棄權及0票反對獲立法會通過。

新來港者也是港人一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會周三就預算案表決之前，有近

200人發起「反對派6,000元給非香港居民」遊行，有人高

舉「我們不要新移民」標語，有人批評派錢令今天的新

來港人士不勞而獲。另邊廂，社會各界也有許多人指

出，新來港人士也是香港人一分子，也是我們的家人，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說明，香港社會有部分人

歧視新來港人士，但大部分人對新來港人士是寬容的。

政府對新來港人士派錢，再次引起社會對新來港人士

的關注。根據政府統計處早前的調查，全港約有24萬名

內地來港定居7年以下的人士，佔全香港人口3.5%，估計

他們來自約16萬個住戶，佔全香港住戶6.9%。當中73.7%

為女性，多是從內地來港與丈夫團聚。內地新來港人士

的年齡中位數為31歲，每月入息中位數是10,100元，與整

體香港人口的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18,900元有差距。

對香港不是損害而是助益
新來港人士中，73.7%為女性，不少新來港婦女需依

賴丈夫，或依靠低收入工作過活，更需照顧孩子，她

們正是香港最需要幫助、最需要改善生活的其中一

群。不少新來港婦女來港後打兩份散工，照顧兩個年

幼子女和長期病患丈夫，這情況非常普遍，社會大眾

應以包容態度對待她們。而她們生活的改善，就是他

們孩子生活的改善。新來港家庭中的兒女更是香港的

未來主人翁，讓他們在較好的環境中成長，實是一項

明智的投資。讓他們享有較多福利，對香港來說，不

是損害，而是助益。

無可否認，現時本港的新來港人士多半是屬低技術、

低學歷人士。很多人認為，他們是香港的負累，無助於

經濟轉型，故不希望津助他們。然而，不要忘記，香港

大部分人口，都是來自內地的新來港人士和他們的後

代，香港的繁榮，是由新舊來港人士共同創造的，為什

麼要對現時的新來港人士施以白眼呢？ 如不體恤新來港

人士，就可能忘記自己父母以前可能也是新來港人士。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但我們可以盡量避免不公。發

揚寬容文化，體恤新來港人士，善待他們，改善他們的

生活，有助於讓他們融入社會，促進和諧。

學澳門政策做及時雨
財爺派錢，連新來港人士也派一份，並改以關愛基金

的形式津助他們，也是個不錯的主意。只不過，既然宣

布向新來港人士派錢，便應該大方一點，為何需要入息

審查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門永久性居民（包括

小孩）可以獲得4,000 澳門元，而非永久性居民則可以獲

得2,400 澳門元，政策清晰、明確、公平。為什麼香港不

加以學習，而要捨簡取繁呢？而且，引入入息審查令基

金未能發揮「及時雨」角色，繁複的行政工序或令新來

港人士難以在短期受惠。　

新來港人士中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家庭中的父親已

亡，母親還未有單程證來港定居，只因要照顧孩子，於

是經常往返兩

地 ， 生 活 開

銷靠的是未

成年兒女所

領的綜援。

關愛基金的

派錢對象只是

18歲以上的人

士，這樣，新來

港人士中最需要關

愛的家庭將沒有資格受

益。當局應該解決這個難題，比

如派發津貼給未成年的香港居民就是一個途徑。

香港現有的700萬人口中，已很難找出最初的土著，只

有誰先來、誰後到。源源不斷的移居流動給香港輸入了

新鮮的血液和人才，也許這正是這座華洋參雜的東方之

珠經久不衰的根本所在。寬容是移居社會的共性，寬容

別人的生存就是寬容自己。發揚關愛文化，體恤新來港

人士，需要的就是寬容。

體恤新來港人士需要的是寬容 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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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繁榮穩定，建基於前人的
努力，事實上絕大多數香港人，都
是早年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人士，或
者是這類人士的子女。他們多年來
默默耕耘，建設香港，成為香港社
會的棟樑，部分更成為香港的知名
人士。不過，港府提出向每名18歲或
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的市民發放6,000元的款項，並向關
愛基金注資15億元向新來港人士提供
援助，卻掀起社會爭議。

助緩解短期經濟壓力
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表示，歡

迎及支持有關方案，因新來港人士
大多面對經濟困難及壓力，甚需政
府協助，緩解他們來港後遇到的短
期經濟壓力，用以繳交房租或應付
日常生活開支。他又稱，希望當局
為新來港人士提供更多支援，協助

他們融入社會，如提供更多資源及
網絡，以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及生活
上遇到的困難。
家庭團聚互助會會長陳健文表

示，港府派錢將可惠及弱勢社群，
並指新來港人士並非「蝗蟲」，只是
他們來港初期出現適應問題，收入
亦未必穩定，港府派發的6,000元雖
不算是「救命錢」，但總算能在短期
解決不少生活所需。他又稱，不少
新來港人士有大專學歷，是社會人
才，在適應香港後定必可發揮優
勢，貢獻社會。

大多數人絕非「懶蟲」
陳健文表示，有人誤以為新來港

人士享盡社會福利，既領取綜援，
又可拿取政府的6,000元，事實上領
取綜援人士須居港7年，已非新來港
人士。他又稱，絕大多數新來港人

士絕非「懶蟲」，期望社會不要以歧
視眼光看待他們，並指他們是以家
庭團聚或配偶身份申請來港，與香
港人並非割裂，來港後也是香港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

文、馮淑環）關注新來港人士
困難和需要的新家園協會，自
去年6月成立以來已相繼在香港
島、九龍東和九龍西成立3個服
務處，至今服務逾15,000人次。
新家園協會認為協助新來港

人士適應新生活，是一個長期

而持續的過程，需要政府、民
間團體及市民的支持，促進相
互了解，並支持和諧共融。

團聚互助會 關注弱勢
至於家庭團聚互助會，宗旨

是協助新來港人士向內地政府
及港府反映家庭團聚訴求，隨

㠥不少新來港人士已陸續來
港，亦發現他們大多存在經濟
困難及生活壓力，不論是居
住、工作或生活上亦出現種種
問題，部分新來港人士居港7年
後，仍要領取綜援以維持生
活，遂於近年開始關注他們來
港後適應的困難和需求。

新家園協會 已助萬五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馮淑環）港府
提出向關愛基金注資15億元，援助包括新來港人
士在內的弱勢社群，但提出須通過入息審查。關
注新來港人士團體新家園協會及家庭團聚互助會
表示，港府應再行優化方案，豁免他們進行入息
審查，簡化申請程序，讓省下的行政費照顧更多
弱勢社群。

指審查猶如「查家宅」
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表示，透過關愛基金支

援新來港人士，確可解他們的燃眉之急，但認為

應豁免他們進行入息審查，
以簡化申請程序。他稱，這
批弱勢社群面對較大經濟困
難及壓力，建議優化方案，
豁免他們的入息審查，把所
得款項用以繳交房租或應付
日常生活開支，緩解短期經
濟壓力。
家庭團聚互助會會長陳健

文表示，新來港人士來港已
需面對社會上種種問題，施
加入息審查機制猶如「查家
宅」，有別於香港永久性居
民，將令他們感到「低人一
等」，要重重審查才取得有
關款項。他又稱，他們倘不
慎填報資料錯誤或牽涉法律

責任，認為倒不如把審查的行政費，用於援助弱
勢社群。

網戰：「不公平」VS歧視
在網上討論區，網民更為派錢問題掀起罵戰，

認為新來港人士同享相同福利存在「不公平」，甚
至聲言發起遊行抗議。不過，但有網民質疑把新
來港人士剔出受惠之列是歧視，網民「加燦」
說：「這完全是歧視新移民(新來港人士)，瞧不起
祖國同胞，數典忘祖。」有網民亦認為當局在處
理有關問題上應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
預算案向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錢
的措施獲立法會通過，但有關的具體安
排，尤其是新來港人士的支援安排方面
仍未公布。新民黨於昨日向一個協助新
來港人士的非政府組織捐出財政預算案
將派發的6,000元，合共3.6萬元。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他們希望透過捐
款，幫助更多「N無」人士。
葉劉淑儀和副主席田北辰及史泰祖

等成員昨日將還未獲發的6,000元現金
及6,000元退稅所得款項共3.6萬元，全
數捐予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用於支援
該會的新來港人士及兒童服務，提供
補習班、培訓班及提供緊急支援服務
等，並呼籲有經濟能力的市民一起響
應，捐出所得的款項，讓社會上更有
需要的人士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月初，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宣布向全港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派發6,000元現金，
並可按各人意願全數提取或儲起，而備受批評的6,000元
強積金注資計劃則取消；向140萬名納稅人退回75%薪俸
稅，上限亦為6,000元。但居港不足7年的新來港人士卻未
能受惠，不少新來港人士上街抗議，批評受到歧視。另
一邊廂，平機會亦接獲很多新來港人士查詢，不獲派錢
有否違反歧視法例。

資源加強助有需要人士
至上月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電台節目首次透露，

將會額外注資關愛基金，並透過關愛基金，協助未能受
惠的N無人士及非永久性居民，尤其是持單程證但未住
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

其後，港府建議向關愛基金注資15億元，向有經濟需
要的市民，包括新來港人士提供援助，關愛基金督導委
員會正研究如何支援有關人士。
關愛基金民政小組主席陳振彬強調，派錢做法並無違

反關愛基金的原意，反而是加強了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
士。

基金成員傾向放寬審查
不過，新來港人士獲派發6,000元，可能需經過入息審

查，關愛基金成員傾向將入息上限「界線」放寬，更不
排除會仿效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為不同住戶人數的
家庭設定不同的入息上限，而上限會視乎家庭成員人數
介乎入息中位數的75%至入息中位數之間，惟至今仍未
有最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馮淑環）港府提出向每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

6,000元，又向關愛基金注資15億元協助新來港人士，惟惹來社會爭議，質疑不應向新來港人士

派錢。不過，關注新來港人士團體新家園協會及家庭團聚互助會表示，新來港人士來港初期往

往出現適應問題，實需社會扶持，不應帶有歧視眼光，強調新來港人士並非社會

的「蝗蟲」，來港適應新生活後便可回饋及貢獻社會，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不少新來港人士貧困，派發6,000元可紓緩壓力。 資料圖片

■關注新來港人士困難和需要的新家園協會，自去年6月成立以來，至今服務逾15,000人次。 資料圖片

■許榮茂表示，歡迎及支持有關方
案，因新來港人士大多面對經濟困
難及壓力。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田北辰及史泰祖等代表新民黨，捐出3.6萬元，用於支援新
來港人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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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人士適應香港社會後，會回饋社會做出貢獻。圖為新來港人士在學習英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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