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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寄卡促侍產假訂時間表

論壇批房署 單位改 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施政報告公布在即，

當中的房屋問題備受關注。有團體昨日舉行社區論
壇，讓市民大談高樓價下的「住屋百態」。有市民表
示，苦等5年方獲分配的公屋單位，竟然是由大單位改
建而成的「 房」，批評房署帶頭鼓吹「 房文化」。
多數市民期望施政報告推出措施，改善市民住屋問
題。

單身5年上樓 獲分 房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昨日舉行社區論壇，約有100

名市民出席和圍觀。發言的市民普遍希望政府加建公
屋、檢討租務條例和收緊「強拍」門檻。

年約40歲的西營盤房屋關注組成員鍾貞霞以單身人
士身份申請公屋，輪候5年才獲首次分配單位，但獲發
的單位是由原本面積370平方呎、3至4人單位分間而
成。她表示，單位間隔差劣，該個150平方呎的「 房」
單位，廁所佔了50平方呎，開放式廚房的爐灶和洗手
盆，正位處單位的中央，她只能在廁所外放置一張桌
子作起居之用，質疑當局帶頭鼓吹「 房」。她已拒絕
接受今次分配的單位，並期望政府增加公屋供應，縮

短輪候時間。

原擬分配長者 改分單身
房屋署發言人表示，以往曾將部分面積較大的公屋

單位，改建成單身長者單位，但不太受長者歡迎，於
是放寬供應予非長者人士申請。至於「3年上樓」的目
標是針對「2人家庭」的申請，至於單身非長者的申請
人則要根據「計分制」輪候，年紀愈大、已輪候時間
愈長的申請人，可優先獲分配公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生兒育女是人生大
事，作為父親的「打工仔」往往因工作所限，未能陪
伴妻子迎接小生命來臨初期的生活變化和壓力。工聯
會與「香港男士協會」趁昨日世界郵政日，投寄了100
張爭取「男士有薪侍產假」心意卡往特首辦公室，並
號召逾百間中學寄出數千張心意卡的行動，期望特首
曾蔭權於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中，交代男士侍產假的
立法時間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潘佩璆聯同「香港男士
協會」，昨日趁香港郵政慶祝世界郵政日舉行「一人一
信」免費投寄活動，投寄100張由男士填寫的心意卡予
特首辦公室，要求立法設立「男士有薪侍產假」。同
時，工聯會已號召逾百間中學寄出數千張心意卡的行
動。

王國興表示，現時全球有48國家和地區，提供不同
形式的侍產假，平均有2星期假期，工聯會促請港府提

供連同周末、周日在內7天男士有薪侍產假。他認為，
有關建議對已實施5天工作制的政府機構影響有限，期
望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為其他企業建立榜樣，率
先在公務員推動侍產假，然後才全面立法推行。工聯
會將會視乎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相關內容，決定採取
進一步行動，或會在答問大會向特首質詢。

有助減低產後抑鬱症風險
他續稱，侍產假可以讓丈夫陪伴妻子迎接新生命，

能減低婦女患產後抑鬱症風險；亦令男士工作時不會
分心；長遠亦能提高員工歸屬感，對僱主也有好處。
男士協會發言人王澤剛是退休公務員。他指出，以往
子女出生時曾打算向上司申請假期，照顧剛分娩妻子
和子女，但因為工作繁重而不獲批准，是為人父親的
一種遺憾，希望當局立法推行侍產假，確保僱員能告
假照顧妻兒。

張建宗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周三公布的《施
政報告》包含3大重點，在安老方面，政府已就長者回
鄉安老的建議進行深入研究，即將向公眾詳細交代安
排。他表示，港府目前正就有關安排考慮法律、經濟
及政策等方面的具體操作。他說：「在法律運作及財
政安排上可行的情況下，政府一定會做。因為我們都
希望長者生活過得好，這亦是政府的方針。」

食銀擬供更多品種選擇
消息指，當局針對目前生果金制度設有離港限制，

令有意北上養老的長者卻步，故計劃設立不設離港限
制的「回鄉養老金」，率先在廣東省試行，讓長者每月
可獲約1,000元津貼。

扶貧方面，張建宗表示，過去兩年有6萬名市民受惠
於食物銀行所提供的援助，當中約38%受助人是經濟有
困難的低收入人士；20%是失業人士；新來港人士則佔
10%；其餘則是突然生活出現困難，需要幫助的人士。
目前有5間非政府機構提供食物銀行服務，服務點達416
個之多。現時主要提供乾糧、罐頭和奶粉等，當局正
研究提供更多食物選擇，例如雪藏食物、新鮮食物、
食物券、餐券、超級市場券的形式，甚至是現金券，
讓受助人到超級市場自行選購食物。

基層家庭盼設食物津貼
另外，20多名來自基層的家庭市民，昨日到新政府總

部請願，要求政府設立「食物津貼」。代表指出，基層

家庭在高通脹下只能節衣縮食，擔心兒童未必有足夠
營養成長。代表要求政府參照公屋輪候冊的審批準
則，向低收入家庭發放每人每日10元的現金食物津貼。

翁太一家4口居住在土瓜灣，全家只靠做廚師的丈夫
每月1萬多元薪金維生。翁太表示，平均每日只能花80
多元買 ，吃下價蔬菜、廉價豬肉或冰鮮肉。她擔
心，5歲女兒長期缺乏營養影響發育和學習，她寧願自
己節衣縮食，省錢買奶粉予女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 為提升
醫療服務質素，廣華醫院計劃斥資80
億元進行重建，正與政府磋商撥款安
排。同時，該院昨日趁「百歲壽辰」
舉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籌得逾200萬
元用作擴展服務，並召集近1,000名於
該院出生的市民參加，包括母親在廣
華醫院任職醫務人員的一家7口，其4
名兒子及母親均是「廣華BB」。

擬斥80億 原址重建
廣華醫院落成至今剛好100年，醫療

設施正面對老化的問題。東華三院主
席暨廣華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張佐華
昨日表示，該院的重建計劃已籌備數
年，計劃斥資80億元進行原址重建。
對於有消息指本周三公布的《施政報
告》，當局未必交代撥款重建該院的安
排，張佐華回應指，若政府拒絕撥
款，院方將會繼續全面爭取，以及與
政府進一步溝通。

廣華醫院昨舉行「廣華『牆』青
Goal Go高」慈善步行，召集近1,000名
於該院出生的「廣華BB」及2,000名市
民參加，包括年僅4個月的嬰兒及年屆
65歲的長者，力圖刷新召集最多同院
出生人士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由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主持開步儀式後，
參加者扶老攜幼，由欣澳港鐵站起
步，步行8公里至終點站迪士尼樂園停
車場，親手將小樹苗拼砌成一幅長達
70呎的巨型植物牆。活動共籌得逾200
多萬元善款，用作擴展該院的服務。

參加者中，年紀最小及最年長的
「廣華BB」均來自楊氏一家。楊太的
母親林婆婆是最年長的「廣華BB」，
現年65歲，4名孫兒也在廣華醫院出
生，楊太更是該院的醫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為人父母總緊張子女
的學業，擔心子女上學是否適應、能否趕上課程
等。有精神科專科醫生表示，新學期開始的首兩個
月，是母親出現抑鬱情緒的高危時期，以子女升讀
小一及中一的母親最為嚴重。有研究更發現，患抑
鬱症的母親，其子女較容易出現操行問題，亦會影
響其社交能力。醫生提醒，若母親出現做事提不起
勁，情緒容易波動及經常發脾氣，有關情況持續逾
月，應盡快求醫。

精神難集中 應盡快就醫
現年45歲的Mikie，自2001年誕下女兒後，一直感

到憂慮、抑鬱及無法集中精神，有時更會無故哭
泣。她曾懷疑自己患上產後抑鬱症，但因認知不足
未有即時求醫。惟其抑鬱情緒持續，至女兒2歲時，
更嚴重至無法集中精神兼記憶力變差，未能全心照
顧女兒，母女關係轉差。其後，她辭去工作冀修復
母女關係，惟情況每況愈下，女兒寧願與傭人同
睡，對Mikie更顯得相當抗拒。

Mikie深感自責令情緒問題漸趨惡化，其夫察覺問
題後鼓勵她求醫，始證實患上抑鬱症，需接受藥物
治療。至2004年，Mikie認為抑鬱症已有改善故自行
停藥，怎料同年復發，更曾服用安眠藥自殺，幸獲
救。Mikie最終要接受認知行為治療，病情才再次好
轉，與女兒關係亦隨壓力減低而有所改善，重拾天
倫樂趣。

精神科醫生李德誠表示，平均每8名女性便有1人患
抑鬱症，患病機會較男性高兩倍。在職母親由於要跟
進孩子的功課、學業及家務，更要同時處理繁忙的工
作，疲於奔命下壓力倍增，易誘發抑鬱情緒。

開學首兩月 母親易抑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港人年年驗身的意識漸
增，惟對「年年驗眼」卻未見重視。有調查發現，逾
半受訪視光師表示，不足20%求診者會主動進行綜合
眼科檢查，多數求診者逾一年或眼睛有問題才驗眼。
惟不少求診者驗眼後，始發現患眼疾或有其他疾病徵
狀，例如98%人發現白內障徵狀，59%人患高膽固醇影
響視力，27%更有腦腫瘤徵狀。負責調查的團體建議
市民年年驗眼，盡早發現眼疾或身體問題以便醫治。

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
及香港眼科視光師學會，上月訪問121位執業註冊眼科
視光師。結果發現，近80%求診者只會在眼矇、看不
清事物、更換鏡片或眼睛不適才驗眼。

眼科視光師學會會長伍孝仁表示，許多市民誤解綜
合眼科檢查只檢查度數，其實檢查亦涵蓋眼角膜及視
網膜測試，加上視覺問題是多種疾病的徵狀，例如腦
腫瘤可壓 視覺神經，令患者視野收窄，故定期接受
綜合眼科視光檢查，能及早發現潛藏疾病。

團體倡教育市民年年驗眼
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會長鄭偉雄補充，曾有一名14

歲少女覺得眼矇打算更換眼鏡，驗眼後才驚覺雙眼視
力只及正常水平的40%，兩側視力更明顯收窄，視覺
神經腫脹和眼底輕微出血，需轉介醫院接受進一步診
斷，最終證實她患有惡性腦腫瘤，需即時進行手術，
患者更在手術後昏迷數月才甦醒。鄭偉雄強調，綜合
眼科檢查非常重要，建議港府在施政報告中加強關注
市民眼睛健康，教育市民年年驗眼，同時應鼓勵長者
利用醫療券接受視光檢查。

港人懶主動檢查
80%眼矇才驗眼

擬設回鄉養老金 月津千元
粵試行無離港限制 張建宗：安老扶貧列施政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出爐」，社會各界均關

注當局會否推出紓困、助市民抗通脹的措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政府已就

長者回鄉養老的建議進行深入研究。扶貧方面，當局正研究擴大食物銀行提供的食物種類，

亦會研究提供現金或超市券的可行性。有消息指，當局擬設立不設離港限制的

「回鄉養老金」，在廣東省養老的長者每月可獲約1,000元津貼。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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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左)和潘佩璆將市民爭取侍產假的心意卡投
入信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基層民生聯席」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要求設
立食物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楊太的母親林婆婆是最年長的「廣華BB」，
現65歲，其4個孫子都在廣華醫院出生，而楊
太更是廣華醫院的醫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