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場昨日仍堆積大量石屎瓦礫。昨晨9時許，屋宇署
人員帶備圖則到場，一度登上大廈，視察另一幅未塌
下，長約40米、寬約1.5米的石屎簷篷。於下午，屋宇
署人員運來金屬支架，以支撐該幅未塌簷篷，以防再發
生坍塌意外。署方表示，期望於1個月內，完成塌簷調
查報告。

僭建物與倒塌事件無關
屋宇署又承認，永發工業大廈是「大規模清拆僭建物

行動」的目標樓宇之一，目標是一次過清拆整幢樓宇伸
建於外牆須予取締的違例建築物。早在2001年，屋宇署
向大廈共發出逾30張清拆令，除了其中一張外，其餘命
令已獲遵從。至於未獲遵從的清拆令，內容是：規定有

關業主清拆1樓平台面向建榮里的若干僭建物。而屋宇
署已對有關業主展開檢控程序。但有關僭建物經評估
後，確定與是次簷篷倒塌事件無關。

10餘商舖損毀復業無期
大廈的水、電及煤氣供應，至昨日下午才告恢復，樓

上廠戶早上均無法運作。而樓下10餘個商舖，包括士
多、車房、五金店、地產舖等，因門面損毀嚴重，以及
瓦礫堆積，復業無期，損失難以估計。

壓毀寶馬須花20萬維修
車房東主王氏夫婦表示，10年前開業時，已發現倒塌

的簷篷每逢下雨便漏水，情況逐年惡化。近年，更有石

屎剝落及鋼筋外露。一年前，更塌下一塊逾呎大石屎，
幸無傷人。及後，曾向大廈管業處、屋宇署、食環署及
警方投訴，都未獲跟進。前日，2部被壓毀寶馬房車屬
客人所有，其中一架維修費須20萬元。

老闆稱聘律師為友索償
士多老闆梁金賢亦形容，是次損失慘重，但最希望受

傷的好友無事。梁誓言，會代聘律師，替傷者追討應有
賠償。他又慶幸前日事發時非賽馬日，否則後果堪虞。

傷者劉友榮（51歲），未婚，是現場附近維他奶公司
送貨員工，正在屯門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他受傷後
一直清醒，但情況危殆，昨日有多名家屬及同事探望。
據劉姊透露，其弟在維他奶工作逾30年，意外令他手、
腳、掌嚴重骨折。他的其中一隻腳掌被壓扁，需要切
割；至於手部，則有望保留。
劉兄認為，是次塌簷事故是政府造成的。他不滿事發

至今，工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等，都沒派人到醫
院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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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富豪飯堂福臨門掌舵
兄弟決裂。「五哥」徐沛鈞指控「七哥」徐維均，指
其向董事和股東發布誹謗性信件。案件拖了一年半，
昨日終於訂出審訊需時25天。案中主要事實爭議，將
由陪審團審理，並將於7天內訂出確實開審日子。

七哥已主動提出調解
「七哥」代表資深大律師翟紹唐，昨日表示已主動

提出調解。而「五哥」亦已表明會嘗試。但昨日在案
件管理會議所見，兄弟於審訊細節上盡是分歧，未正
審已針鋒相對。「五哥」昨日申請修改申索書，新加
2009年入稟後的多項事件，包括指控「七哥」對福臨
門老主顧態度欠佳；申請獲法官批准。
「五哥」及「七哥」早前提出互相收購。「七哥」

提議法庭待收購案有裁決後，才審誹謗案。但誹謗案
已拖延多時，法官最終決定先為誹謗案排期，但頒令
兩案須由同一名法官審理。

福臨門兄弟誹謗案 7天內訂開審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僭建風波席捲全城，
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市民，亦可能觸犯法例。各界均呼
籲，政府須小心處理。香港建築師協會建議，特區政
府分開「大、中、小型工程」修訂新指引，在確保安
全衛生的原則下，應逐步擴大中小型工程的豁免範
圍、納入包括招牌等。但該會認為，屋外加建的大型
工程，不應獲得豁免，包括新界鄉紳關注的「散熱」
非自住天台屋，一律須即時拆卸。

支持特區政府公正執法
據了解，全港未經屋宇署批准的「疑似僭建物」，保

守估計高達100萬件。香港建築師協會會長林光棋昨日
在與傳媒聚會時指，全港屋外加建大型工程，均須公
正執法，並同意特區政府立場，拒絕按年份及地點作
出特赦，認為是不科學性的做法。
不過，他批評僭建問題「責在政府」，指當局目前的

《建築物條例》過分「穩陣」及「死板」，令市民無所
適，從而「被迫」有法不依。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
釋除社會疑慮，就大中小型工程發布新指引理順問
題，再逐步執法。

處理須有緩急輕重之分
林光棋強調，《建築物條例》的重要原則，是確保

樓宇安全衛生，故政府應「以理服眾」，詳細解釋及擴
大「中小型工程」的豁免範圍。他強調，特區政府處
理僭建物時，始終要有「緩急輕重」之分，「政府過
去亦曾推出『十年清拆』計劃，拆卸大部分『鳥籠』。
但礙於社會資源有限，相信政府未來10年會繼續擴
大，故首先要發新指引，釋除社會疑慮」。
他又認為，涉及「中型工程」的室內改動，倘若不

違反3項原則：不違反《建築物條例》、即不影響安全
結構及面積計算，就應獲得豁免，「例如改動屋內間
格，只要不影響結構牆亦可豁免，獲發屋宇署的批准
及施工許可」。在小型工程方面，他支持政府在簷蓬、
衣架、冷氣機以外，把豁免規定擴展至外牆招牌。

指「散熱」非豁免理由
當被問及新界鄉紳普遍加建「天台屋」以散熱的現

象，林光棋坦言，在樓高3層的丁屋再額外加建「天台
屋」，已超越《新界建築物條例》豁免範圍，須受《建
築物條例》監管。他認為，散熱並非可接納的豁免原
因，故即使沒有即時危險，亦需要盡快清拆，「當然
每個規管都有原因，興建不周，甚至積水滲透鋼筋，
隨時會引發倒塌危機」。他強調，依法確保樓宇結構安
全，實為公民責任，責無旁貸。他說，協會樂意配合
條例規管。

建築師協會倡擴僭建豁免範圍

工廈塌簷疑失修 傷者轉危殆恐殘廢

屋署今查全港懸臂式簷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杜法祖）屯門建群街永發工業大廈，發生簷篷倒塌意外，屋

宇署繼續對意外進行調查。屋宇署昨日把封鎖範圍擴大至大廈正門，又為另一幅石屎簷篷加

裝支架鞏固結構。受事件影響，10餘個受影響商舖無法營業。有車房東主指，肇事簷篷長年

滲水，以及有石屎剝落，雖曾投訴，但無人理會，不排除意外與長期失修有關。而被塌簷壓

至恐有殘廢之虞的傷者，昨日傷勢惡化，情況危殆。至於認識傷者的士多老闆，誓言代聘律

師替他索償。屋宇署決定，從今日開始，對全港約4千幢建有懸臂式平板結構簷

篷的樓宇作特別巡查，預料於6周內完成。

■香港建築師協會建議，特區政府應逐步擴大中小型
工程的豁免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士多老闆梁先生誓言為傷者聘律師追討賠償。
■屋宇署人員重返現場，繼續調查石屎簷篷塌下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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