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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耕新技術栽種 21日播種收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錦燕) 「限奶令」實施以
來，已有效打擊水貨活動，但社會上對措施仍有不
少爭議。政府指出，去年本港嬰幼兒奶粉的進口量
達4,400萬公斤，較2008年升193%，而同期本港嬰兒
數目只有約16%的增長，相信當中有大量奶粉是藉
水貨活動被運走。當局重申限帶奶粉措施是必須政
策，強調黃金周及農曆年前後為「水貨高峰期」，當
局需觀察至少1年後，才考慮取消相關法例。

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限帶奶粉出
境的修訂法例，根據會上食物及衛生局回應議員提
問的書面文件中指出，在2006年至2008年期間，本

港36個月以下嬰幼兒奶粉的進口量，每年保持1,500
萬公斤。但去年奶粉進口量激增至超過4,400萬公
斤，升幅達193%。同期奶粉的轉口量約為每年200
萬公斤，而香港同期的出生增長數量只有16%，當
中已包括雙非嬰兒。根據以上數據，政府相信近年
大量奶粉被水貨活動運走，造成本港奶粉供應緊
張。

梁家騮質疑當局「反應過敏」

立法會議員方剛認為，限帶奶粉出境條例會令奶
粉商的零售生意大跌，質疑當局為何不去評估本港

嬰兒每年所需的奶粉數量，從而囤積足夠的奶粉
量，以保證本港嬰兒的需要。議員梁家騮指，奶粉
短缺問題僅僅是農曆年前幾天出現，而並非長期供
應不足，批評當局急於修例做法屬不合適，是「反
應過敏」。議員單仲偕則要求當局加入「日落條
款」，並詳細列明取消法例的基準。

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回應指，奶粉
短缺問題的確客觀存在，又重申限帶奶粉措施是必
須政策，當局現在與奶粉供應商商討如何完善供應
鏈。黎陳芷娟表示，當局需觀察至少1年，而在未來
的黃金周及農曆年前後等2個「水貨高峰期」期間，

若本港奶粉供應足夠、奶粉商的訂貨及熱線服務提
升、奶粉商和零售商的存貨充足，及奶粉供應鏈完
善，當局將會考慮取消相關法例。

「限奶令」至少1年後始研取消

房委會每
年 3 月

均 會 檢 討 輪
候 冊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
以 住 戶 的

「住屋開支」
及 「 非 住 屋
開支」，加上

「備用金」(相
等 於 住 戶 開
支的5%)，計

算限額。法定最低工資帶動基層市民收入增
加，為令收入變動更適時反映在公屋輪候冊
的入息限額中，房委會在入息限額的計算機
制加入「名義工資指數」。

單身申請入息限額：8,880元

根據今年的計算結果，房屋署將輪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平均上調6%及4.2%。單身申請
入息限額擬由8,740元上調至8,880元，增幅為
1.6%；二人家庭入息限額擬由13,410元加至
13,750元，增幅為2.5%；三人家庭擬由17,060
元加至18,310元，增幅為7.3%；四人家庭月入
上限由20,710元加至22,140元，增幅為6.9%。
至於資產限額，單身申請由20.3萬元增至21.2
萬元，二人家庭由27.4萬元增至28.6萬元，三
人及四人家庭分別為37.4萬元及43.6萬元。

黃遠輝：申公屋者不會突增

調整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總戶數約增加
5,700戶，增幅是4.8%，達到125,200戶，涵

蓋全港私樓非業主住戶約29.5%，增加1.4個
百分點。黃遠輝表示，調高公屋輪候冊入息
及資產限額是為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認為
整體公屋申請人數不會突然大增，而輪候冊
增幅比例亦不會太大。他稱，未來5年將提
供7.5萬個公屋單位，而在較後階段會額外增

加4,000個單位，加上每年會有7,000個回收
單位，每年可供分配的單位約有2.2萬個，有
信心可維持平均輪候3年首次揀樓的承諾。

另外，黃遠輝表示，小組無討論寬敞戶
政策，但會恆常檢討，達至分配公屋更合
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通過調高

輪候公屋入息及資產上限，令

人擔心整體公屋申請人數會增

加，影響當局對申請人「3年上

樓」的承諾。雖然小組指影響

輕微並努力維繫平均輪候時間

不超過3年；事實上，在未調高

入息及資產上限前，「3年上樓」

的承諾已經「搖搖欲墜」。

有非政府組織於去年8月至

10月訪問約500個「N無家

庭」，均為正租住私樓 房、

間房或套房的非綜援低收入家

庭。當中逾70%受訪家庭平均

輪候公屋達4.4年，仍未獲編配

公屋，不足30%受訪者更平均

輪候4年半才獲第一次配屋，

較政府的平均「3年上樓」指

標多50%。

長策會委員王坤早前曾表

示，每個月公屋輪候冊平均增

加4,000申請人，估計今年底輪

候冊數字會突破24萬，他預計

「3年上樓」指標年中將失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昨日通過放寬

2013/14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分別平均上調6%及4.2%，下月1

日生效。房委會估計合資格申請公屋的總戶數將增加5,700戶，達到125,200

戶，涵蓋全港私樓非業主住戶約30%。小組主席黃遠輝(小圖)認為，調整後

合資格戶數的增幅不會很大，相信影響不大，而未來5年，新建公屋加上回收

單位，每年有2.2萬個單位可供分配，有信心可維持平均輪候3年首次揀樓的

承諾。

入息資產限額升6%及4.2%  無礙3年首揀樓承諾
2013/14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

(2013年4月1日起生效)

家庭人數 入息限額* 資產限額^
1人 8,880元(9,347元) 212,000元

2人 13,750元(14,474元) 286,000元

3人 18,310元(19,274元) 374,000元

4人 22,140元(23,305元) 436,000元

5人 25,360元(26,695元) 485,000元

6人 28,400元(29,895元) 524,000元

7人 31,630元(33,295元) 560,000元

8人 33,810元(35,589元) 587,000元

9人 37,850元(39,842元) 648,000元

10人及以上 39,740元(41,832元) 698,000元

*括號內的數字是把住戶遵照法律規定以其入息5%作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供款計算在內的實際入息限額。

^長者戶(包括成員全為長者的核心戶和非核心戶)的資產限

額定為非長者申請人資產限額的兩倍。

資料來源：房屋委員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寶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姚寶)

黃竹坑私家醫
院用地由香港
大學、新創建
及新加坡百匯
醫 療 集 團 以
1 6 . 8 億 元 投
得。外界擔心
有關項目會變

成住宅項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見圖)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政府會把
關，並解釋招標過程由中立委員會負責，
合乎條款要求，除了地契，亦加入服務協
議，相信政府能更有效監管。另有病人組
織擔心新醫院收費高昂，促請政府介入訂
價。

合約機制歷來撥地最嚴謹

由新創建及新加坡百匯班台醫療集團組
成的GHK Hospital Limited投得黃竹坑私
家醫院用地，將會興建本港第十二間全科
私家醫院—港怡醫院，預料最快在2016
年底提供服務，並由港大醫學院提供臨床
服務。外界關注有地產商參與黃竹坑私家
醫院項目，擔心變成住宅項目，高永文強
調，是次的合約機制是歷來私家醫院撥地
最嚴謹的，新醫院92%土地將用作臨床醫
學用途，除地契外，亦加入服務協議，訂
明醫院未經政府同意不可更改土地用途，
令當局有更好監管。

對於有報道質疑政府有利益輸送之嫌，
高永文指，整個招標及評估過程都是由中
央投標委員會負責，評審委員會按照標書
內列出的標準考慮，並有廉署代表做觀察
員，問責團隊沒有參與評審過程，而中標
的團體亦合乎招標條款要求，強調整個程
序公正。

另3預留用地不急於招標

至於另外3幅預留作私家醫院的用地，
高永文指政府目前並不急於招標，下一步
傾向鼓勵志願團體及學術機構及展私家醫
院，他指最少3間現有醫院表示希望擴
建，亦有幾個團體希望在現有土地建私家
醫院，當局會先檢視有關計劃的可行。

高永文期望新醫院有透明的收費制度，
推出更多套餐收費，但社區組織協會病人
權益幹事彭鴻昌擔心，新醫院會收費高
昂，小市民難以負擔，促當局介入訂價，

「政府應該更加積極介入訂價，特別是套
餐收費的訂價，應該訂在一個相宜及合理
的水平」。彭希望當局可以盡快完成修
例，令衛生署有更大權力監管私家醫院的
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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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兆東) 漁護署與蔬菜統營
處合作，將長沙灣舊式工廈活化成的全港首間「全
環控水耕研發中心」，將於今日正式開幕，為有興
趣參與水耕的私人機構，免費提供技術支援。漁護
署農業主任陳兆麟表示，中心斥資650萬元，應用
新技術栽種，由播種至收成只需21日；料每日可為
本地零售點，生產約30公斤可即時食用的沙律菜
苗，平均每斤成本260元，較外國同類入口菜苗便
宜逾20%。

舊式工廈變身研發中心

蔬菜統營處去年底獲漁護署基金資助後，斥資650
萬元將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內的一幢舊式工廈，活
化為全港首間採用全環控技術的「全環控水耕研發
中心」，並將於今日正式開幕。陳兆麟表示，中心除
展示水耕技術發展外，亦會向有興趣的投資的私人
機構，免費提供技術支援及參考。

他稱，整個中心佔地2,500平方呎，當中包括12個7

層高的栽培架，每層約60平方呎，產量可較傳統農
耕多7倍；此外，因使用由日本引入的獨特配方營運
液，在環境的配合下，由播種至收成只需21天，較
戶外耕種收成快1倍。

毋須用農藥 全年無休生產

陳兆麟又稱，中心使用全環控水耕技術，室內的
溫度、濕度、光照、二氧化碳、氧氣量及營養液濃
度，均會被電腦調校至維持室內蔬菜生長所需的最
佳條件；同時，透過水耕技術栽種的蔬菜，不但毋
須施用農藥，更不受地域及氣候影響，可全年無休
地生產，及可即時食用。

他又表示，屆時中心每日可以生產約30公斤沙律
菜苗，平均每斤成本亦只需260元，較外國同類入
口菜苗便宜逾20%，相信可減市場對外來貨的依
賴。

他續指，雖然現時中心只生產水菜、橡葉生菜、
紅芥菜、芝麻菜及如月菜，但相信將來可因應市場
需要，改種其他類型蔬菜如車厘茄及西瓜等；同
時，現在中心產出的菜雖只供4個零售點使用，但下
月起將額外增加1間超市及健康食品店，至合共6個
零售點，另外亦有兩個分別位處粉嶺及油塘的私人
機構，對有關技術感興趣，正與中心接洽，相信有
關計劃有助活化工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菜園新村的路
權問題仍未解決，一批村民昨日到沙田鄉
議局抗議。八鄉鄉委會主席曾憲強批評村
民代表高春香開會時態度惡劣，又不肯付
清50萬元路權費。高春香回應指村民願意
付錢，又承認開會時曾激動拍 ，但強調

「雖然我是激動，但我個心是善良的」。而
為菜園村買路權的善長身份成謎，曾憲強
曾一度指善長是鄉議局主席劉皇發，但其
後改口是善心人付錢。

曾憲強：善心人畀50萬買路權

菜園新村村民稱，劉皇發兩年前宣布有
善長買下通往新村的路權，但最近卻有人
堵塞車路，阻止他們進村建屋，要求劉皇
發兌現承諾。曾憲強昨日接受一間電子傳
媒訪問時，一度指當時是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出錢買路，「為何我們主席劉皇發在早
前會拎50萬出來去解決這件事(路權問題)，
是體現我們新界人重情重義」。但再追問之
下，他改口稱善長另有其人，「有個善心
人畀 50萬劉(皇發)主席」。

曾憲強又批評村民代表高春香開會時態

度惡劣、無誠意，「大聲拍 ，這種態度
誰人可接受？我只是調停人」；高春香回
應承認自己開會曾激動拍抬，但強調只是
一時衝動，又稱村民願付路權費，「我們
菜園村的人可以什麼都不顧，明天拎50萬
放在曾(憲強)先生面，請你(曾憲強)畀菜園
村開路起屋」。據了解，進入菜園新村的路
涉及逾10名業權人，但有業權人指這兩年
來未收過任何錢，所以路權問題一直無解
決。

發叔有信心做和事佬

劉皇發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對自己是
否善長不承認、亦不否認，但卻笑言：

「我一貧如洗，哪有錢出？」他表示，2年
前宣布問題已經解決之後，因為路權轉
讓，出現了新業權人。他認為，只要菜園
村村民冷靜，他有信心做「和事佬」。他
說：「這叫做掛一漏萬，漏了新來的業權
人，這是料不到的。入鄉問禁，村有村的
規矩，私人的土地，讓你過是人情，不讓
你過是道理；你求人，當然不可以大聲過
人。」

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超過2年半，菲律賓政府一直沒

有向受害者道歉及賠償，部分受害者和家屬決定入稟香港法院，向

菲律賓政府追究責任和索償。

易小玲多次發惡夢

在人質事件中下顎受槍傷的易小玲，在2年半後仍未完全康復，下

月初要再接受下顎重整手術，「時常都會想起事件，一個非常慘痛的

經歷。曾多次發惡夢，在車中，怎樣也走不出去，一走出去就有人用

槍追 你。現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經常要戴 口罩，未能上班」。

雖然承受身心痛楚，但易小玲仍然堅持追究，準備在本港入稟法

院，控告菲律賓政府，「因為過了3年，申訴期也會結束，若現在不

去作出申訴，就不可再申訴，想為死傷者討回一個公道，雖然覺得

機會很渺茫，但都想盡人事，即使只有小小機會」。

菲律人質事件中受傷的易小玲、陳國柱和殉職領隊謝廷駿的家

屬，他們的代表律師會在今日向菲律賓政府遞交律師信，下一步會

入稟高等法院索償。菲律賓政府會否行使外交豁免權，避過香港的

訴訟，代表律師文浩正表示，「她(菲律賓政府)會否依賴這個所謂的

『免死金牌』，這就要看她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了，會否就這件事認

真去處理」。他拒絕評論如果在香港未能告入，會否再到菲律賓提出

訴訟。

菜園村路權鬧僵 問責者認態度差 人質事件受害者家屬
擬入稟向菲索償

■左起：黎陳芷娟、方剛及梁家騮在立法會上討論

「限奶令」。 曾慶威 攝

公屋資格放寬 料多5,700戶輪候

■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佔地2,500平方呎，當中包括

12個7層高的栽培架，每層約60平方呎。 莫雪芝 攝

■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現生產水菜、橡葉生菜、紅芥

菜、芝麻菜及如月菜。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