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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推行「人人暢道通行」

無障礙通道計劃，以「專款專用」形式，在

全港各區推行230項行人天橋加設升降機工

程。特區政府回應社區多年訴求，以新思維

大規模推行無障礙通道計劃，改善基層長者

和殘疾人士生活，顯示出新管治班子重視民

生的施政風格，是一項德政。當局應把資源

多用於人口老化較突出的社區，並結合旅客

需求，完善無障礙旅遊社區。

政府因應人口老化趨勢，加大興建無障礙

設施力度，可回應長者需要。不少長者飽受

氣管疾病和骨關節炎症或退化困擾，上落梯

級或行走斜道均感困難，不僅出入不便，而

且難以參加社交活動。增設升降機減少障

礙，鼓勵長者外出活動，方便出行購物，擴

闊生活圈子，令晚年生活更豐盛。此外，增

加無障礙設施，也惠及輪椅使用者，有效促

進弱勢社群全面融入社會。事實上，聯合國

已確定追求無障礙環境是提高殘疾人機會均

等的優先工作，全面推動無障礙社區，體現

了對弱勢社群的尊重與關懷，切合香港作為

國際大都會的形象。

無障礙通道是社區人士呼籲多年的訴求。

雖然加建升降機在技術上沒多大困難，但由

於地區部門各自為政，多年來各區興建無障

礙設施進度緩慢。將分散各區的小型無障礙

工程統合為高層次政策，並以新思維切實推

行，可滿足市民的出入需要。今後無障礙工

程將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毋須逐次審批，

排除了區議會和地區人士與各部門商討時的

障礙。當局可總結今次政策經驗，把新思維

貫徹到每項民生政策，由問責官員牽頭，加

快落實。

由於今次計劃涉及每年10億元的撥款，為

免資源錯配，當局應根據實際情況，把興建

升降機的資源多用於人口老化較突出、需求

較大的社區，而一些使用率低的天橋不用興

建升降機。此外，一些以樓梯為主要通道的

社區，應更快動工。建造時除考慮出行方便

外，也要注意接駁超市和文康場所等設施。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當局可進一步綜合考

慮遊客需求，旅遊區通行無阻，城市設施力

求人性化，加強旅遊中心地位。

(相關新聞刊A3版)

美國與日本昨日起舉行為期37天的「護島」作

戰演習，並且是首次將島嶼作為演習場地。此次

美日軍演時間選在中日釣魚島爭議緊張加劇之

際，是一種「火上澆油」的行為，更充分暴露美

國借釣魚島牽制中國崛起的險惡用心。釣魚島從

歷史、法理等各方面都是中國的領土，美日的

「護島」軍演並不能證明日本侵佔釣魚島的合法

性，也不能顯示其「護島」的有效性，相反暴露

其心虛理虧，要靠耀武揚威來壯膽，只會更激起

所有炎黃子孫的憤慨。對於美日的挑釁，中國不

會害怕，更不會退縮，只會以更大的決心和更有

力的行動，維護釣魚島的主權。

近期的中日釣魚島爭議，一開始美國還假惺惺

地表示不會有既定立場，不偏袒任何一方。可是

話音剛落，美日卻透過強化在日本邊境小島防衛

上的軍事合作，明顯向外界發出強化美日同盟的

信息，以期達到牽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這顯然是

在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其實，釣魚島主權之爭，美國是罪魁禍首。釣

魚島問題不過是美國設置的全球戰略的一隻棋

子。當年美國沒有把釣魚島歸還中國，相反私相

授受給日本，為中日日後的主權爭議留下了禍

根，令中日關係屢屢因為釣魚島的敏感爭議而飽

受衝擊，而美國則坐收漁人之利。

一直以來，中國在釣魚島爭議上採用以大局為

重的容忍態度，強調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原則來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局勢，近三十年中日

關係並未因釣魚島爭議出現太大波折。但是，隨

中國和平崛起，美國防範中國之心日重，高調

提出並推進「重返亞洲」戰略，強化日美軍事同

盟，以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搶奪東亞事務

的主導權。以往美國還煞有介事地模糊在中日釣

魚島爭議的立場，只是在背後慫恿鼓動日本挑釁

中國。如今美日針對性地舉行所謂護島軍演，反

映美國已迫不及待、赤裸裸地跳上前台，直接向

中國施壓，讓世人越來越清楚美國刻意令釣魚島

衝突升級，企圖要挾、恐嚇中國的禍心。

美日一再借釣魚島爭議挑釁中國，已經激起全

球華人的憤怒，此次包括兩岸四地在內的華人同

胞團結一致反日保釣，兩岸官民配合默契捍衛共

同主權和利益，中華民族保釣已進入新階段。中

國應對釣魚島爭議越來越堅定自信，更有信心和

能力打破圍堵和遏制，取得捍衛領土和主權的最

終勝利。 (相關新聞刊A4、A5版)

社區無障礙惠民 資源運用需優化 美國借釣魚島遏制中國包藏禍心

3子女開學 花光2萬月薪
通脹加劇家長苦上加苦 書簿雜費開支如倒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劉思諾）新學年只剩下一

個多星期就正式開學，通脹加劇，學生校服膳食校車書簿雜

費等開支樣樣加，令家長負擔沉重；子女較多的家庭更大叫

「苦！苦！苦！」有月入約2萬元、育有3孩的基層父母，因長

子升讀學費較高的自資專上課程，學費資助又未到位，需向

親戚商借2萬元開學。亦有收入不穩定的「邊緣家庭」，屢遭

政府學生資助拒諸門外，面對3名子女「倒水式」開學開支，

其2萬多元月薪即所餘無幾，「一開學就無 成份糧，政府又

幫不到，我們就是『N無人士』啊！」

開學日將至，各式花費大幅加價，不少家長都預計整體開學開支將
較去年大增兩成(見另稿)，其中「多仔」家庭更是叫苦連天。從事

保險業的黃蔭華，太太為家庭主婦，育有3名將升讀小五、中二及中六
的子女，其月入平均約2萬多元。對於開學開支，他大嘆：「今年樣樣
都加，負擔真的很重！」自7月起他就為子女不同的開學項目「倒水式」
花錢，「多到幾乎記不住」。

慘變「N無」盼政府增支援
黃蔭華表示，各項花費以教科書及文具雜費負擔最重，3人書單總計

近萬元，其小女兒因課本改版要買整套新書，只能讓次子買舊書節省約
500元，「幸好大女兒升中六，部分課本去年已買了，要不然更辛苦了
⋯⋯」
由於校巴加價，幼女更要改乘公共交通，但3名子女每月交通費也要

近千元；而午飯開支、買新校服及鞋子也較去年貴，加上要預備長女文
憑試的考試費逾2,600元，及3人零用錢共1,100元，總開支直逼2萬元，
「開學日，乾塘日」，其薪金已所餘無幾。

黃蔭華透露，過往有申請政府的書簿及車船津貼，但自己月入不固
定，金額又貼近學生資助家庭收入上限，曾多次申請未能成功，而間中
所獲的「半額津貼」已幫助不少。他直言，像自己般多子女的「邊緣」
家庭正是「N無人士」，希望當局能增加支援。

2.7萬學費 需先向姑媽借
育有3子的張太，一家5口靠任職飲食業月入約1萬元的丈夫支撐，大

仔今年升讀自資高級文憑課程，上半年學費已達2.7萬元，加上兩名幼子
數千元書簿雜費，令全家開學開支激增多倍至逾3萬元，負擔極重，
「那起碼是全家3個月的收入；我們根本不夠錢，唯有向姑媽先借2萬元
錢幫交學費」。
雖然張太兒子將於開學後申請政府助學金或低息貸款，但現時一家人

只能節衣縮食，「我們都不會買新衣服啦，兒子所穿的都是人家送的」。

單親父靠借過活 弟穿兄校服
單親爸爸伍先生因要獨力照顧2兒而放棄工作，家庭經濟壓力隨即升

溫，「暫時都是向朋友借錢過活，至今已借了10幾萬元」。兒子分別升
中一和升小五，估計總花費達6,000元，比去年大增2,000元，主要是購買
長子中學教科書較費，「單是哥哥的教科書已要2,500元，加上新校服、
文具、書包等等，開支實在非常大。」現時一家3口只能盡力節省生活
上開支，「讓弟弟穿哥哥的舊校服，這樣已省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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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教材價照加 校車費增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暑假將完
結，家長都密鑼緊鼓為子女準備開學。有調查
顯示，超過六成家長預計，今年開學開支較去
年激增逾兩成，59%人認為，平均每名孩子的
開學花費達3,000元或以上，成為了不少基層
家庭主要開學壓力來源。
聖雅各福群會本月與商場合作，以問卷形式

訪問了300個來自不同階層的家庭，了解其面
對開學開支所承受的壓力。結果發現，有近六
成家庭預計平均每名子女在開學時，需要起碼
花費3,000元作準備；有62%家長表示，開支預
算較去年增加兩成。
調查數據又顯示，有54%受訪基層家庭稱開

學壓力主要來自「開學開支」，而近七成家長
指在各項開學開支中，書簿費所佔的比重最
大，65%人稱開學開支佔家庭總收入兩成或以
上，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協作)高級經理張
達昌指，中學一年教科書一般便需要3,000
元，非常昂貴，「不少家庭唯有在其他方面節
省，不少基層家庭即使孩子校服不合身亦不
換，亦寧願多花錢買書、補充練習」。他又
指，孩子數目越多對家庭經濟負擔越重，若以
全額書簿津貼的4人家庭水平為例，2名子女的
開學開支隨時佔家庭總收入四成至六成，壓力
非常沉重。

團體促政府增開學津貼
聖雅各福群會2005年推出「助學改變未來」

計劃，為學生贈送書包、文具等，張達昌（小

圖）指，今年共有134間學校和社福機構參加
計劃，並收到約7,000名基層學生申請，「但
因物資有限，所以只有六
成至七成人可獲分發開學
用品」。他認為，政府應
考慮增加對綜援及學生資
助計劃家庭發放的一筆過
開學津貼的金額，以減輕
其經濟壓力。

黃家3名子女開學開支
項目 小女(小五) 次子(中二) 大女(中六) 小計

書簿費 $1,200△ 約$3,000 $800 $5000

文具雜費＊ $2,500 1,000 $1,400 $4,900

交通費 $300 $300 $300 $900

午飯 $300 $750 $750 $1,800

校服 - $500 - $500

鞋 $400 $700 $400 1,500

考試費 - - 約$2,600 $2,600

零用錢(每月) $100 $500 $500 $1,100

總支出 $18,300

註:△上學期，＊書包、文具、學校雜費

資料來源：受訪者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鮮魚行墊支津貼送校服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巨額開學開支令不少家庭負擔

大增，學生主要來自基層家庭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指，校
方會出盡法寶幫助家長，包括送校服及墊付書簿費等，笑言希望
讓家長負擔「零壓力」。
梁紀昌指，該校大多數家長都能成功申請政府書簿津貼，主要

擔心在暑假期間未能發放，但校方獲得一商界慈善基金支持，未
能負擔者可先申請墊付，待獲批津貼後才償還，他形容「家長的
紀錄都好好，有借有還」，相信措施會繼續推行。而學校也會利
用積存捐款，免費送贈一套校服予新生及有需要的舊生。至於午
膳方面，梁校長指該校供應商的午膳飯盒價格每餐17.5元，受惠
於關愛基金的午膳津貼，基層學生家庭每月料可節省約300元。
一直關注基層開學負擔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指，今年接

獲相關的求助個案較去年增加一成至兩成，主要因整體開學開支
上升，中學教科書較小學貴，部分升中生家長一下子開支大增，
負擔最重；另外，除了一般基層家長感受壓力，部分未獲書簿津
貼的中低收入家庭情況亦相當嚴峻。

開學開支「全方位」加價，涉及學生學習、
上課及衣 各方面。其中佔開支比重最大的教
科書，「受惠」於教材分拆，已被壓至只加價
2%至4%，已是加幅最低的範疇；而校服及校
車車費，亦因營運成本大增，分別加價約一成
及近三成，學生家長勢必百上加斤。
今年兩大教科書商會於中英數3科落實教材

分拆，紓緩整體書價加幅，消委會早前調查便顯
示，新學年中小學教科書的平均售價，小學增加
2.1%，而中學則上升3.8%，不過，其實際開支仍然
高低，一名學生動輒要三四千元「埋單」。

校巴保費狂升五成
至於交通方面，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委員、捷迅旅

運董事郭思源表示，該公司校車費加幅約一成至兩
成，特定要求的路線最多增加23%，以60座位大巴
為例，新車費介乎500元至600元，小巴約800元至
900元。他解釋，「校車營運樣樣都加」，包括司
機、保母及員工工資、油費、車價、停車場、維修
費及保險費等，其中保險費更較去年急升三成至五
成，無可能將加幅均轉嫁學生，只能作適量調整。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副主任曾

群盛則表示，新學年校車車費普遍大增近三成，收
費要視乎車程長短，而加價主因是校巴保費狂加，
「往年無加這麼多，有以往一萬多元的保費，今年
加到三四萬元」，她指經營困難下，不少校巴公司
轉型甚至結業，估計現時只有半數人向保險公司續
約。

校服商稱受最低資影響
為全港超過200間學校供應校服的金綸服裝，今

年會加價6%至10%，該公司董事總經理林松坡指，
校服凍價多年，今次加價主要受到去年實施的最低
工資影響，加上匯率變動令港幣貶值，外地輸入的
物料如澳洲的毛料、日本「的確涼」及內地棉織品
售價上升，加上其他營運開支，實際校服成本大增
三成。林松坡笑言不少顧客都出盡辦法減輕負擔，
「如有婆婆帶孫仔女來買校服，指定要最大碼的，
希望能穿多幾年省錢」。豐昌順校服公司今年則約
加價8%至10%，主要因物料、舖租、工資等升幅，
及要追回前幾年加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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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蔭華表示，3名子女的書簿、校服等開學開支已將近花去一個月的家庭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受訪的59%家庭平均每名子女的開學開支達3,000元或以

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通脹加

劇，學生

校服膳食

校車書簿

雜費開支

樣樣加，

令家長負

擔沉重。

資料圖片

■張太表示，向親人借

了2萬元，幫大兒子交學

費。 劉思諾 攝

■伍先生近年借了朋友

10幾萬元，開學更感壓

力。 劉思諾 攝 ■劉思諾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