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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用「致命傷害」，「亡黨亡國」來警

示腐敗問題的危險性，要求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

懈，將拒腐防變作為執政黨繼往開來的必修主題

課。習近平在接任總書記後，首次亮相就以「打

鐵還需自身硬」來表達反腐決心。兩天之後，在

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他又

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說警示官員，強調

「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中

央最高層措辭嚴厲的「反腐之聲」，如萬鈞雷霆震

盪神州，展示了中央新領導集體反腐倡廉的堅強

決心和新思維。

十八大報告提出反腐倡廉四個「新」：新思

想、新觀點、新要求、新舉措。廣大民眾希望各

級黨政領導推行「四新」，開創反腐倡廉新局面。

十八大後強力反腐並不是只有聲音，隨之即來的

就是行動。十八大後，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

中紀委常委第一次會議上，強調要清醒認識黨風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

性，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研究並實施制度創

新，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中紀委

近日又印發通知，要求高度重視查辦案件工作，

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任何人觸犯了黨紀國

法都要依紀依法嚴肅查處，決不姑息，黨內決不

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

十八大提出反腐倡廉，舉世矚目。海內外更關

心從中央到地方將會採取甚麼實質行動。中央以

反貪作為開局「突破口」，多地政府反腐提速，顯

現出嚴厲整肅官風官德的姿態，一些省市不斷有

高官落馬 。對網民參與的網絡反腐熱潮，各地政

府做到了一經爆料、立即調查，「雷冠希」、廣州

番禺「房叔」、順德公安局「房叔」等一批貪官遭

到強力打擊，人心大快。如何使網絡監督形成一

股重要有效的反腐力量和手段，已成為擺在紀檢

監察部門面前的一道現實課題。

11月30日，王岐山在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

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

建議時，多位專家指出，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是各國通行的預防腐敗的有效做法，並建議盡快

實行官員財產收入申報公示制度，使其成為反腐

敗的利器。有關建議得到了中紀委的重視。

十八大後反貪倡廉成新一屆中央領導開局的

「突破口」，不僅增強了內地群眾對中央反腐倡廉

的信心，而且增強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一國」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不僅對投資內地的港商有更好的保障，

而且對「兩制」的感召力、凝聚力會更強。

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八成受訪

的深水 基層市民認為，最大的生活負擔

是食物開支。通脹轉趨升溫，基層市民受

影響首當其衝，食物格價飆升加重基層市

民生活負擔和壓力。政府需高度重視扶貧

工作，採取相應援助措施，包括提供在職

貧窮津貼、低收入家庭子女膳食津貼，確

保窮人吃得飽。當局應積極與民間合作，

推動超市、食肆捐贈食物，發揚愛心協助

有需要的人士。

由於美國推出第3輪量化寬鬆政策，熱錢

流入本港，帶動通脹升溫。同時，人民幣

升值加快，亦對本港進口食品價格構成壓

力，推高通脹的效應逐步顯現。根據一般

規律，通脹飆升對低收入人士衝擊最早、

最大，其中以食物的支出增加最為明顯。

深水 舊樓林立，是本港低收入人士集中

居住地區，通脹厲害，基層人士經濟拮

据，為減省開支，唯有節衣縮食，有的貧

窮長者要靠每日到街市執「剩菜」、「爛菜」

煮食，有低收入家庭的在學子女吃不飽，

這樣的生活苦況竟然發生在今天富裕的香

港，實在令人心酸和詫異。

本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貧窮問題，將扶

貧作為「三大任務」之一，早前亦重設由

政務司司長掛帥的扶貧委員會。針對通脹

升溫，基層人士膳食負擔加重、生活質素

下降的問題，政府應該採取必要的援助措

施，幫助基層人士渡過難關。過去關愛基

金曾推出多項給予貧困家庭的津貼，但都

是一次性，幫助有限。今後政府應考慮推

出持續性的「貧困家庭低收入補貼」，助有

需要家庭面對高通脹周期；為令低收入家

庭的子女健康成長，更應增設低收入家庭

的子女膳食津貼，香港不應該出現窮人的

孩子餓肚子上學的現象。

協助貧窮人士，不但是政府的責任，全

社會亦應主動施以援手，彰顯人間的關愛

和溫暖。政府及社會的慈善團體大力合

作，推動「食物回收捐助」善舉，呼籲本

港各大超級市場、大型食肆參與捐贈食物

行動，由慈善團體派發給有需要的基層人

士，既為窮人造福，樹立行善助人的良好

風氣，又能減少浪費食物，宣揚環保意

識，可謂一舉兩得。

(相關新聞刊A3版)

十八大後反腐成開局「突破口」 助窮人紓緩食物開支飆升壓力

糧油價飆 綜援婦執爛菜食
十大生活壓力調查 深水 基層嘆食品最貴

深水 基層最感壓力的10項開支
排位 生活壓力 人數 百分比

1 食物價格昂貴 343 78.7%

2 租金昂貴 275 63.1%

3 燃料費昂貴 240 55.0%

4 住屋條件差 239 54.8%

5 公屋輪候時間長，未能上樓 225 51.6%

6 擔心自己健康 220 50.5%

7 交通費昂貴 214 49.1%

8 公立醫院醫療服務輪候時間太長 181 41.5%

9 沒能力/金錢搬屋，未能改善居住環境 169 38.8%

10 就業困難 164 37.6%

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東涌街市買 貴 70%街坊零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受時下消費文化影響，港人

過聖誕節越來越豪。一項調查顯示，46%家長預算今年聖誕節
會花費1,500元至4,000元為子女慶祝，6%人的預算更在4,000元
以上；這樣高花費的比率較去年上升11個百分點。由於不少孩
子已慣於慶祝，結果75%受訪小學生認為吃聖誕大餐及收禮物
屬「奉旨」；另約6成家長坦言佳節期間只能抽出2天甚或沒時
間陪子女。育兒專家指出，家長缺乏時間與子女溝通，卻以昂
貴的禮物彌補子女心靈的缺失，做法大有問題。

屯門時代廣場聯同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在上月中進行一項有關
「聖誕節家庭開支及親子」調查，成功以電話訪問了782名中小
學生的家長及763名中小學生。

75%小學生「奉旨」食大餐收禮物
結果顯示，52%家長預算今年聖誕節會花1,500元或以上買禮

物給子女及宴請子女吃大餐；比率較去年增加11個百分點。至
於禮物方面，30%學生最渴望收到電子產品及電腦遊戲；但家
長較傾向送玩具及遊戲產品或文具書籍。值得留意的是，有
75%小學生和33%中學生均認為過聖誕必須食聖誕大餐及收禮
物，反映小孩重視物質，家長應給予適當的指導。

調查又顯示，95%家長揚言有信心透過聖誕假期來促進親子
關係，但44%的學童卻不表贊同。27%受訪小學生希望聖誕假
期中會花5天或以上與父母共處，但另一方面，能夠抽出5天陪
伴仍就讀小學孩子的家長僅約1成。

學者：物質滿足間接害子女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認為，調查反映了父母都希望

透過節日的慶祝和禮物表達對子女的愛與關懷；不過，他建議
家長要好好利用聖誕假期，多與子女溝通，分享生活的點滴，
而不是只 重於消費活動和物質上，而家長以昂貴的禮物作為
心靈的補償，是一個錯誤的做法，對子女成長有不良影響，

「送名貴價禮物給子女，間接令小朋友也對物質充滿慾望，或
反害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新市鎮配套不足
一直為人詬病。據昨日公布的「東涌居民生活概況」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居民認為東涌買 太貴
而且選擇少，逾70%受訪居民表示對領匯轄下管理
的逸東 街市滿意度更近零。東涌社區發展陣線計
劃主任趙羨婷促請政府於東涌增設政府街市，讓區
內居民有更多購物選擇。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
（SCEH）聯同香港聖公會於11月24日至28日期間，
在東涌進行「東涌居民生活概況」調查，成功以問
卷形式訪問292名東涌居民，發現逾70%居民月入
在1萬元以下，更有逾47%居民月入在8,000元以
下，反映東涌居民入息偏低。

同時，有47%和35%受訪者表示區內物價太貴

和選擇太少，受訪者黃太表示，她一家三口，於
東涌街市買 每星期需500元，「荃灣街市一斤
菜只賣8元，但東涌街市則要12元，而且選擇很
少」。SCEH派員到幾個居民常購物的街市格價，
荃灣街市1隻雞只賣90元，但東涌街市卻要128
元，價錢相差逾30%。

在交通方面，有過半受訪者認為車費與路程是
阻礙他們找工作的原因，逾30%受訪者平均每星
期要用200元以上的交通費。

東涌社區發展陣線計劃主任趙羨婷小姐昨日指，
現時東涌人口高達8萬人，但只有富東 及逸東
兩個領匯轄下的街市，她促請政府於東涌區內增設
政府街市及墟市，讓區內居民有更多購物選擇，打
破街市物價太貴及被壟斷的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通

脹持續高企，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

負擔愈見沉重。有調查發現，「食

物價格昂貴」是深水 基層家庭的

「頭號」敵人，反映糧油價格飆升大

大加重基層市民的生活擔子。負責

調查的機構指出，受訪者平均受到

近10項生活事項困擾，生活舉步維

艱，情況不容忽視。有年逾7旬 房

戶表示，通脹厲害，經濟拮据，為

減省開支，每日均會執「爛菜」煮

食。機構建議當局增設「低收入補

貼」，紓緩糧油價格、屋租及交通費

等開支飆升引致的生活壓力。

基督教女青年會於今年6月至8月，訪問436名16歲
以上的深水 區舊式私人樓宇的基層居民，了解

他們的10大生活壓力事項，並於昨日記者會上公布調查
結果。調查發現，「食物價格昂貴」在當區居民「10大
生活擔子」排行榜居首，78.7%受訪者認為，食物價格
高昂是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其次是「租金昂貴」及

「燃料費昂貴」。

租金貴 津貼水平追不上
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任（深水 區）陳玉娟在記者

會上指出，住屋壓力佔10項生活擔子中的4項，包括

「租金昂貴」、「住屋條件差」、「公屋輪候時間長」和
「沒能力/金錢搬屋」，反映住屋亦對基層家庭造成沉重
負擔。她續表示，受訪者平均受近10項生活事項困擾，
逾80%表示對生活感到不滿意，而感到「非常不滿意」
的受訪者更佔17.7%，精神壓力指數亦較一般水平為
高，反映日常瑣事累積可引致沉重負擔，令生活百上加
斤。

她續指，目前給予綜援戶的租金津貼水平是社會福利
署於2003年釐定，事隔近10年，「水平已嚴重脫節，以
一人家庭的綜援租金津貼為例，1,335元僅夠租『床
位』，綜援戶唯有以綜援金補貼屋租」，但就要壓縮膳

食、交通、水電等支出，促請政府每半年檢討津貼水平
一次，又認為政府現時向貧困家庭的援助分割、一次
性，或未能惠及有需要家庭，例如 房戶不會擁有獨立
電錶，電費津貼只會惠及業主，建議政府提供綜合及持
續性的「低收入補貼」，助有需要家庭面對高通脹周
期。

7旬婦：日吃兩餐月花900
基督教女青年會又建議政府盡快增建市區公屋，令貧

困家庭盡快上樓，解決住屋問題，讓貧困家庭能在市區
或擴展市區居住，避免因居於偏遠地區而減少就業機

會，影響長遠脫貧機會。
今年76歲的鄧炳妹獨居於鴨寮街一個位於5樓的「

房」，舊樓無電梯，但為幫補生活，年邁的她仍每天徒
步四出執拾紙皮。她現時每月靠約2,600元綜援金及
1,300元租金津貼過活，蝸居的 房面積僅80呎，而且
無窗戶，但月租達2,000元，加上水電煤，已經花掉逾
2,200元。

吃的開支最令鄧婆婆「頭痛」，「一餐飯最少也要
花15元，每天只吃兩餐」，但每個月的食物開支也達
900元，為減省開支，她會趁街市「收檔」時拾「剩
菜」。

■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任陳

玉娟建議，當局增設「低收入

補貼」，紓緩基層市民的生活

壓力。 團體提供 ■年屆七旬的鄧炳妹(中)為減省開支，會趁街市「收檔」時拾「剩菜」煮食。 團體提供

親子聖誕 豪花數千

■狄志遠(左)建議家長多與子女溝通，了解他們

成長的需要，不應單純以昂貴的禮物彌補子女

心靈的缺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林氏一家昨日參加商場活動，一家四口化身

豬與大灰狼做話劇，親子關係美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