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記者協會
昨約見消防處，要求處方恢復數碼及模擬制
式雙軌制通訊，並實時發布所有接獲的求助
個案消息，但雙方未達共識。
消防處表示，緊急救護服務不能全數通

報，須達8人以上受傷才發布，但會檢討現行
機制。記協表示遺憾，將尋求法律意見，並
約見相關官員。
5名記協代表與4名消防處高層會面，反映

處方本月起通訊全面數碼化後，延誤發布消
息及「扣料」，要求恢復數碼及模擬制式雙軌
制通訊，讓傳媒「聽機」獲取突發消息。記
協新聞自由小組召集人盧曼思會後表示，消
防處拒絕實時發放消息，並以私隱為由拒絕
公布個人緊急救護服務內容，須有8人以上受
傷才通報。

消防處助理處長羅紹
衡表示，數碼化通訊是
為了提升行動效率及保

障前線人員安全，每30分鐘定時發放消息，
而由上月3日至本月17日，共發放8,065宗事
故，平均每日175宗。他解釋，拒絕發布個人
緊急救護服務個案是因諮詢法律意見後，認
為個案不涉公眾安全，亦要尊重有關人士身
份，故達8人以上受傷才通報，措施亦已推行
多年。他指會檢討消息發布機制，強調首要
處理調派工作，然後才發布消息。
消防控制組職員會執行委員陳健麟表示，

本月起通訊全面數碼化後，每半小時便要派
人篩選及發布消息，但現每個時段僅1名總隊
目級消防員負責有關工作，沒足夠人手應
付，若要增加消息發布，需調配更多人手。
他強調願意發布更多有新聞價值的消息，但
人手有限，需優先處理緊急服務，因新聞發
布不及救火救人緊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關愛基金昨落
實資助香港1.1萬名合資格長者提供牙科服
務，但民建聯卻認為，仍有不少有牙科服務
需要的基層長者未能受惠。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克勤昨日與10多名民建聯成員到政府總
部門外請願，要求基金考慮擴大資助範圍，

讓所有60歲或以上長者受惠；民建聯又建議
港府考慮向55歲或以上市民提供牙科保健計
劃，及早防治口腔問題。
陳克勤指出，民建聯一直關注長者健康及

牙齒問題，並自2010年11月起，已發動多次
爭取關愛基金資助長者鑲假牙津貼行動。他
指出，雖然基金已落實推行相關資助項目，
但對象只限60歲或以上的非綜援受助人，及
社署「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或「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受惠人數有限。
他指出，不少長者因失去部分牙齒而在進食
時感到困難，甚至因而影響社交生活，建議
基金將擴大受助範圍至所有60歲或以上人
士，「現時鑲假牙花費動輒逾萬元，不少長
者均負擔不起」。他又指出，現時學童牙科保
健計劃只涵蓋小學或以下，期望政府將計劃
擴展至55歲或以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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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人資助上限8,765元
鑑於不少長者因失去牙齒或有牙患，以致日常進食或咀

嚼食物遇到困難，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昨日通過預留1億
元，資助有需要的低收入長者鑲假牙及接受其他必須的牙
科診療服務，料於今年第三季落實推行。林瑞麟預計，約
有1.1萬名長者受惠，每名受助人的資助金額上限為8,765
元。受惠對象須為年齡60歲或以上的非綜援受助人，以及
截至去年年底，正在接受社署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不過，有關項目亦設入息
審查，所有申請人必須為繳付上述兩項家居照顧服務的第
一級別及第二級別收費的服務使用者；若以一健全雙老家
庭為例，其住戶每月入息上限約為7,980元。
督導委員會亦通過，為租住私人樓宇而沒有領取綜援，

以及在香港沒有擁有任何物業的低收入長者提供一次性津
貼，援助金額分別為獨居長者戶4,000元、2人長者戶8,000
元、3人或以上長者戶則劃一資助1.2萬元，預計今年7月落
實推行。基金已預留約5,000萬元推行項目，估計約有9,700
戶合共近1.2萬名長者受惠。

預留4,000萬統整課後支援
督導委員會亦通過預留4,000萬元，在2012至2013學年，

推行課餘託管試驗計劃，資助學校及非政府機構識別最有
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小一至中三學生，統籌及整合他們現時
的課後學習及支援活動，以減輕雙職父母督促子女功課的
壓力。關愛基金自2010年宣布成立至今，合共推出了15個
援助項目，支援社會上不同群組，合共逾30萬人或住戶受
惠，每年涉及約9.5億元金額。

商實時「放料」難 消防：救人更緊急

民建聯請願 促擴資助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為進一步支援香港

基層市民，關愛基金通過推出三項新的援助項

目，包括為1.1萬名低收入長者提供牙科服務資

助，金額上限為8,765元。基金亦會為租住私人樓

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一次性津貼，同時為低收入

家庭的小一至中三學生推行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三個項目合共涉款約1.9億元，預計今年內推行。

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林瑞麟指出，基金將檢討所

有推出非一次性援助項目的成效及社會接受程

度，研究將部分項目轉由政府持續推行。

■林瑞麟指出，

基金將檢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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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麗珠）港人內地
妻子爭取來港與家庭團聚輪候期漫長，其中
有因丈夫逝世或失蹤致單程證報銷，須每兩
周返內地續辦雙程證的個案。約10名事主昨
到立法會申訴部求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
慧㠒認為單程證制度有檢討空間，將會把個
案轉交中聯辦跟進，要求為她們發放「一年
多次赴港探親簽注」。

李慧㠒指單程證有檢討空間
原本在深圳擁有物業及公司的李女士1998

年與港人結婚，其後誕
下的一子一女移居本
港，而她則需回家鄉辦

理探親簽證才能來港。李女士約4年前因丈夫
失蹤，而單程證又未有「子女團聚」類別，
故未能申請來港，過去她曾申請「一年多
簽」，但內地當局只批出14天或90天簽注，令
她要經常兩地奔走續證。
立法會議員李慧㠒指這類「單非」媽媽，

其子女的父親是港人，其孩子也是港人，讓
他們母子團聚很合理，但解決需時，民建聯
短期內會收集有關個案，並轉交中聯辦跟
進，希望內地部門能簽發「一年多簽」，讓她
們可長期留港照顧在港子女。

內地單親母求團聚 促獲「一年多簽」

■陳克勤(前排右四)與民建聯成員請願，要求

基金擴大資助範圍。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