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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早年香港政府容許公務員成立合作社建屋，但不少合作社未有設置升降機，對退

休年長公務員造成不便。有長者除了外出求診以外，過去4年一直未有落樓。有退休公務員要求政府容許免補地

價重建，估計可額外提供15,000個市區小型單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稱，希望掌握情況後，再考慮處理空間。

上世紀50年代起，當時香港政府容許部分公務員成立合作

社，向政府半價買地和申請有息貸款建屋，並分20年每月

償還貸款。而至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政府又容許若75%社員

同意，合作社可解散，並把單位業權轉讓予各社員。

最高地積比 社員籲用盡

現時本港有近200個同類的合作社，這些單位放於市場出售或

出租，社員便需要補地價。若發展商買入該單位後，希望重建和

用盡最高准許地積比例，便需再次補價。以長沙灣區一個1,000

平方呎合作社單位計算，社員需補地價350萬元。若有發展商重

建，則需合共補價約600萬元。

長者難落樓 願有升降機

88歲退休傳譯員陳先生，早在40多年前已開始居住長沙灣保安

道一個合作社、建築面積約1,200呎的三樓單位。他隨㠥年齡增

長，又患有心臟病、痛症等，行動開始不便，過去4年來一直沒

有落樓。而每次求診，他都要召救護車，由救護人員送落樓，回

家亦要工人攙扶。他形容，每次上落樓梯都要抓住扶手一步一步

走，落樓費時15分鐘，上樓更要花達25分鐘。他希望合作社可早

日重建，新樓宇有升降機方便出入。

黃伯仁：單位長期空置

約200名退休公務員和家屬昨日舉行申訴大會，發起人黃伯仁

表示，現時大部分「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沒有電梯，對年老

退休公務員和家屬生活造成不便。不少住戶需租住其他有升降機

的單位，「合作社」單位則長期空置。他稱合作社大部分只有4

層至5層高，未有用盡地段最高准許地積比例，要求政府讓他們

免補地價重建。他估計，若所有合作社重建，以每個單位600平

方呎計算，可在市區額外提供約15,000個小型單位。

蔣麗芸：問題不宜拖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表示，這班退休公務員年紀很大，

若把問題延至下一代處理，產權將愈來愈複雜，問題便更難解

決。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李慧㠒亦指，過往落區

時，不少人反映合作社需要重建。他又引述行政長官梁振英

稱，要寸土必爭，善用每幅土地資源。她認為，合作社土地明

顯是未被完全善用的土地資源，傾向由市建局以優化「需求主

導」重建計劃，協助合作社重建。她將會聯絡市建局管理層，

並會與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和公務員事務局溝通，相信可以

成功，達致雙贏局面。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現時全港有200

多個合作社，不可一概而論地處理。而從市區重建角度，會基

於資源考慮優先次序，先做樓齡很舊、居住環境很差的樓宇。

他亦注意到，合作社內有較年長的退休公務員，以及一些合作

社較破舊。他希望掌握情況後，才從政策上考慮處理該問題的

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部分合作社樓齡達60年，
又沒有升降機。有行動不便的長者，被迫長年留在家中；
亦有長者搬至有升降機的大廈，千餘呎的合作社單位遭空
置。有退休公務員估計，單是長沙灣一個合作社，空置率
已達30%。

曾想捐單位 補地價卻步

88歲的何葵好一直住在長沙灣順寧道一個千餘呎的四樓
單位。不過，2009年9月，她在一次意外中跌斷盆骨，不能
行樓梯，於是開始每月花8,000元，在區內租住一個實用面

積約200呎、有升降機的單位，合作社單位遭空置；但每月
仍需繳交約1,000元管理費、差餉等費用。她曾想把單位捐
予慈善機構，但因政府要求補地價約300萬元而作罷。她稱
合作社樓梯窄，又沒有升降機，不少老鄰居不能下樓，要
由工人或仍方便走動的鄰居代為買菜。

中風翁遷離 仍需交差餉

沙田區議員余倩雯稱，她年屆84歲的父親，早在50年前
與其餘9伙人共向政府借款20萬元，在江蘇街建合作社，借
款早年經已還清。但2年前余父突然中風，出入需要坐輪

椅，余倩雯為方便父親出入，當時決定付30%首期，在沙田
購買一個細單位，合作社單位只用作放舊雜物。現時她仍
需為江蘇街單位繳交差餉等費用，連同供樓和父親日常開
支，每月也達2萬多元。她和父親都希望賣出「合作社」單
位；但去年查詢時，得悉補地價金額達339萬。而現時收入
僅剛好應付開支，期望政府可容許免補地價賣樓，減輕負
擔。

退休公務員黃森泉希望政府可豁免補地價。他20年前以
200萬元轉讓價，買入大坑道一個在4樓、實用面積約1,400
呎的合作社單位。黃去年曾查詢補地價金額達1,300萬元，
若以市價計算，約1,400萬元賣出，也只剩下100萬元，追不
到20年前的購入價。他稱有區內合作社每個逾千呎單位多
數只住1人至2人，十分浪費，期望可早日重建。

缺電梯長者搬走 千餘呎單位空置

方便起居並增15,000單位 陳茂波：掌握情況再議

老公僕盼合作社免補地價重建

■88歲的何葵好(中)跌斷盆骨，曾想把單位

捐予慈善機構，但因要補地價約300萬元作

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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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邦 攝

■88歲的陳先生行動不便，4年無落樓，希望可

早日重建，新樓宇有升降機。 黃偉邦 攝

■蔣麗芸(左)表示，若問題延至下一代處

理，便更難解決。李慧㠒(右)則指市建局可

優化「需求主導」重建計劃。 黃偉邦 攝

■申訴大會發起人黃伯仁表示，單是這幢在長沙

灣的合作社，空置率已達30%。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由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辦、職業
安全健康局員工參與計劃贊助的「香港公務員總工會（2012—
2014）職業安全和公務員事務研討營」25日在西貢戶外康樂中
心舉行。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前立法會議員梁富華、李鳳
英，公務員事務局代表出席講座。

葉劉梁富華李鳳英等出席
據介紹，研討營討論的議題包括公務員與政治委任官員的工

作關係、延後退休年齡至65歲的可行性等，講者詳細的分析令
逾百名來自不同部門的公務員對議題有更深的認識，雙方展開
熱烈討論。

當日下午，大會還邀請了基督教聯合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潘
佩璆為參加者講解公務員情緒病的成因、管理、預防和治療，
加深公務員對職業安全健康資訊的關注，同時協助他們處理工
作壓力，提高工作效率。

中聯辦秘書長許東、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
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消防處處長
陳楚鑫，立法會議員陳鑑林、陳㞫鑌，全國政協常
委戴德豐，全國政協委員馬介璋、王國強、黃光
苗，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主席陳幼
南，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等應邀出席。

陳茂輝許光介紹家鄉發展

座談會由汕頭市市長鄭人豪主持。汕頭市委書記
陳茂輝、潮州市委書記許光分別在座談會上致辭，
向香港潮籍鄉親介紹了去年潮汕經濟社會發展情
況，並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家鄉人民，對香港各界
人士及潮籍鄉親一直以來對家鄉發展的關心、支持
和幫助表示衷心感謝。

陳茂輝在介紹新一年發展時表示，2013年是貫

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推動科學發
展、建設幸福汕頭的關鍵一年。市委、市政府將
深入貫徹十八大和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重要講
話精神，弘揚特區精神，力爭重點突破，帶動全
局科學發展。

陳茂輝說：汕頭的發展，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
來，都離不開香港鄉親的熱情參與和鼎力支持。我
們將不斷加強與香港各界的溝通聯繫，密切與香港
全方位、寬領域的合作，全力營造一流的投資創業
環境，努力開創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新局面。

陳偉南賀潮汕三市新成就

香港著名潮籍鄉彥陳偉南代表致辭，對潮汕三市
的新發展、新變化表示祝賀，希望家鄉能夠搶抓新
的發展機遇，再接再厲，攜手發展，共同繁榮，再
創輝煌。香港潮籍鄉親將繼續發揚努力拚搏、勇於
承擔、樂善好施、愛國愛鄉的好傳統，一如既往為
祖國、家鄉發展多作貢獻。

座談會上精心組織了一場具濃郁潮汕特色的文藝
演出，節目精彩，潮韻悠揚，讓鄉親們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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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東陳茂輝鄭人豪許光李慶雄黃耿城出席

潮汕三市邀港鄉賢座談迎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 汕頭、潮

州、揭陽三市日前在香港君悅酒店聯合舉

辦一年一度「香港潮籍鄉親迎春座談會」，

汕頭市委書記陳茂輝、市長鄭人豪，潮州

市委書記許光、市長李慶雄，揭陽市委常

委黃耿城等主要領導出席，與香港潮籍鄉

彥鄉親和香港各界嘉賓近300人歡聚一堂，

喜迎新春，暢敘鄉情，共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九龍樂善堂訂於下月22日(正月十三，星期
五)晚上7時15分假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舉行「九龍樂善堂
賀歲慈善粵劇晚會—牡丹亭驚夢」。

晚會由樂善堂與鳴芝聲劇團合作，劇目為「牡丹亭驚
夢」，並邀得多位粵劇名伶粉墨登場包括有蓋鳴暉、吳美
英、陳鴻進、呂洪廣、陳嘉鳴以及阮兆輝等。所有門票收益
均撥捐九龍樂善堂作教育、醫療、安老及社會福利用途。

門票現已於新光戲院、全線通利琴行、購票通發售。票
務查詢：2563-2959 (新光戲院大劇場)，節目查詢：2382-
1576 (九龍樂善堂)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近2千名智障運動員及伴
跑員日前參與「奔向共融—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
2013」，宣揚傷健共融。是次特殊馬拉松由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捐助，東華三院舉辦。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慈
善事務執行總監蘇彰德、東華三院主席陳文綺慧、中文大
學副校長侯傑泰、香港傑出運動員蘇樺偉及「共融大使」
楊怡，出席於中大夏鼎基運動場舉行的特殊馬拉松，親身
為參賽者打氣。

應家柏等為健兒打氣

蘇彰德表示﹕「很高興再接再厲捐助這次『奔向共融—
香港賽馬會特殊馬拉松』，此活動規模一年比一年大，參
加人數亦每年遞增，有助帶出傷健共融的信息。」

參加馬拉松的智障運動員按其能力，獲大會安排一位健
全人士作伴跑員，以二人一組形式參加3公里或5公里的賽
事。本年度馬會增加捐款至93萬6千港元，協助大會於賽前
舉辦更多訓練，讓參賽者及伴跑員有更多時間建立默契。

賽事亦吸引來自內地、澳門及台灣等地的參賽者，而27
名馬會義工隊員亦積極參與其中，分別出任伴跑員及場地
義工。此外，馬會亦聯同東華三院合辦「香港賽馬會青少
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其青年體育記者亦有到場採訪比
賽，提高市民對賽事的關注。

馬會捐助東華三院超過70年，捐款額逾6億2千8百萬港
元，共同為本地有需要有人士提供支援及服務。

樂善堂粵劇賀歲籌款

馬會贊助特殊馬拉松

■汕頭、潮州、揭陽三市領導人在港潮籍鄉親迎春座談會上主持祝酒。

劉國權 攝

■應家柏（左五）、蘇彰德（左四）、陳文綺慧（右六）、施

榮恆（左二）、蘇樺偉（右二）及楊怡（右四）獲贈紀念品。

■活動參加者與嘉賓合影。

■陳偉南代表潮籍鄉彥

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公務員總工會研討營論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