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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計劃屬扶貧 公共資源妥分配
七成人挺「長津」申報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港府提出

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設有入息及資產申

報制度，有調查發現70.6%受訪市民同意須

設申報制度，合資格方可領取津貼，因計

劃是扶貧措施，當局亦應妥善分配公共資

源。負責調查的機構表示，港府應先推行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其後再因應通脹和長

者人口等情況，再調整津貼金額和資產上

限。

浸信會愛 社會服務處於本月訪問1,210位市
民，調查市民對長者生活津貼政策的意見，

有70.6%受訪者同意長者需要經過申報，合資格方
可領取津貼。在支持設有申報制度的受訪者中，有
77.2%認為計劃是扶貧措施，是幫助有需要的長
者，當局有必要設置資產上限；另有71.6%認為公
共資源應該妥善分配，不設上限或影響其他有需要
項目的撥款。

54.5%視為全民退保過渡安排
調查發現，有29.4%受訪市民反對設有申報制

度，當中80.3%認為長者生活津貼是敬老措施，不
應設有限制，所有65歲或以上的長者都可獲津貼；
另亦有54.5%認為現時未有全民退休保障，認為當
局應容許所有長者都可領取津貼，令長者生活津貼
成為全民退休保障落實前的過渡政策，在制訂計劃
時，不應設置資產限額。

團體倡先「上馬」再檢討調整
對於當局建議長者資產上限為18.6萬元，調查發

現有46%受訪者認為限額合適，但有26%的受訪者
認為限額太低，認為有必要上調限額。浸信會愛
社會服務處總幹事曾永強表示，社會上對津貼金額
和資產上限未有共識，建議津貼計劃應該先行「上
馬」，日後每年或每兩年再進行檢討，屆時再因應
通脹和長者人口等情況，再調整津貼金額和資產上
限。

曾永強表示，若從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居
住狀況的受訪組別中，都有約70%受訪者支持設置
資產限額，認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勢在必行。他續
稱，支持和反對人士對計劃定位存在分歧，同意者
認為政策重點在於扶貪，反對者則認為重點在敬
老，反映市民對長者生活津貼計劃仍有不了解的地
方，認為當局要多加宣傳，釐清計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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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港府公布長者生活津
貼後，不少長者都表示歡迎。72歲的何伯表示，欣賞政
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能夠幫助長者提升生活質
素，他理解當局施政時應善用資源，認同設立資產申報
制度，但因自己資產剛好超過當局建議的上限，所以希
望政府能夠提高資產限額，讓較多有需要的長者，符合
申領資格。
何伯與妻子兩人現時每月平均花費約5,500元，他稱

平日沒有太多個人娛樂，每月花費中，飲食和生活雜費
佔大部分。他又稱，自己有糖尿病和高血壓，需定期覆
診，而妻子即將接受移除腎石手術，擔心手術後的護理
費用高昂。他稱，按現時花費計算，估計5年後會用畢
積蓄，建議港府資產限額應只限於65歲至69歲的長者，
70歲或以上的長者可豁免審查。

婆婆冀改善醫房政策
現年62歲的黃婆婆表示，長者的身體情況隨時改變，

若患上較危重的疾病或長期病患，長者的積蓄不一定能
夠應付巨額的醫療費用。
她認為，資產限額應該提高1倍，令更多長者受惠。

長期而言，長者並不單止需要金錢，更需要政府改善醫
療或房屋政策，例如減少長者的醫院專科輪候時間等，
令有需要接受治療的長者可避免病情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對於
有指本港租金急升，或會加重綜援戶
的經濟負擔，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表示，雖然現時本港已有約88%綜
援住戶受惠租金津貼，抵銷實際租
金，但社會福利署仍可酌情向租住私
人房屋或受資助安老院舍的綜援戶，
發放超過最高金額的租金津貼，以繳
付其實際支付的租金。
張建宗昨日出席立法會時稱，關愛基

金短期內亦已為租住私人樓而其租金高
於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戶，提供一筆過
津貼以紓緩租金上升帶來的經濟壓力，
並由社署負責向符合資格的1人綜援戶
及2人或以上綜援戶，分別發放一筆過
1,000元及2,000元的津貼，現時約有2.25
萬綜援住戶受惠於此援助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辯論無約束
力的「立法規管工時」議員議案，多個黨派促請政府盡
快立法規管標準工時及超時補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表示，當局已將上屆政府所做的政策研究報告呈交
行政會議，下月底會將報告提交勞工顧問委員會，並向
立法會匯報，並強調立法規管工時是極之複雜及高度爭
議的議題，涉及僱員的層面廣泛，影響深遠，當局必須
審慎處理，現階段討論制訂標準工時的草擬草案及立法
時間表是言之過早。

多黨派促政府盡快檢討
在昨日立法會上，多個黨派及勞工界議員力撐立法規

管工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政府，在制訂標

準工時的工作，採取避之則吉的態度，促請政府盡快全
面檢討，不能再拖延，並建議成立由特區政府、勞資雙
方及學者參與的專責委員會，就標準工時的立法作研究
及籌備。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慨嘆，打工仔有返工無收工，他

在立法會選舉後收到第一個舉報投訴，正是選舉事務處
合約員工做完通宵點票工作後卻不獲「補水」，又指有工
會發現，有銀行訂立所謂「標準工時」規則，但並非每
日計，而是每月計，主管通知員工才上班，否則在家中
待命，變相剝削員工。民協議員馮檢基則聲言，政府
「助紂為虐」，容許僱主剝削員工家庭及休息時間。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贊成規管工時，但對議案有保
留，指規管工作有大量細節，如果簡化問題，規管工時只

會淪為口號式的政治取態。民建聯議員黃定光亦指，他會
持開放態度聆聽意見，但強調不能只訂大框架，必須處理
好規管工時的落實細節、清楚闡述利弊及開放渠道讓各界
表達意見，而目前外圍環境不明，他擔心落實標準工時會
比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帶來更大成本負擔。議案今日繼續進
行辯論。立法會今日將繼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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