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扶貧委員會
轄下的關愛基金小組日前通過放寬「居於環
境惡劣」定義，令更多非公屋、非綜援及無
物業的「N無人士」可獲發一次過生活津
貼，但有關津貼不包括工廈及商廈的 房戶
有居民不滿居住環境惡劣又貧窮，但無被納
入津貼範圍，希望政府一視同仁。關愛基金
督導委員會委員兼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及張國
柱昨應邀到大角咀及觀塘區，探訪工廈 房
居民，事後2人均支持向工廈 房戶發放生活
津貼，又會向關愛基金及扶貧委員會提交聯
署報告，反映情況，並冀委員會成員能親身
視察了解。
關愛基金小組成員、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及

張國柱，昨在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安排下
探望居於大角咀及觀塘區工廈「N無」住
戶。一個位於大角咀的工廈單位被間開27
伙，沒有廚房，沒有窗口，30多人共用3個廁
所。與太太蝸居於其中一個35平方呎 房的
黃先生是地盤散工，月入不定，迫不得已以
月租1,200元租住較私樓便宜的工廈 房。對
於無法獲關愛基金津貼感到失望，他形容
「恍似被夾住，自己不是香港人」。

酷熱兼漏水 與夜鼠「捉迷藏」

工廈 房不被納入生活津貼範圍，工廈的
天台屋亦不例外。居於觀塘工廈天台 房10
年的吳太指，夏天屋內約有40多度，打風落

雨亦會漏水、水浸，若能選擇也不願意住在
這裡。另一租客馮先生表示，天台屋沒有圍
牆，安全欠佳、衛生欠佳，晚上要與老鼠玩
「捉迷藏」，「任何關愛基金小組成員能在
房睡個午覺，而又聲言這種煎熬是舒服的
話，我就永遠住在這裡！」
社協估計，現時約有1萬個工廈 房戶，約

一半人無領取綜援。田北辰視察後表示，關
愛基金摒棄向工廈 房戶發放津貼，是「於
理不合」、「於情不合」，「在理一方，工廈
與部分私人樓宇 房均是違法，政府拒工廈
房戶於門外是雙重標準，有欠公平。在情

一方，關愛基金是援助窮人，但如今卻把窮
人分類，實屬不對。再者對於收入微薄、積
蓄不多的基層市民而言，入住比私樓 房平

一半租金、違法的工廈 房，是無奈的選
擇，應恩恤處理」。

僅紓燃眉急 非承認合法

田北辰續指，當局向工廈 房戶發放津貼
不等於承認 戶的法定地位，令更多人入
住，反之是紓緩其燃眉之急，「為一次性、
金額不多的生活津貼而轉遷入工廈的代價很
大，根本無可能鼓勵市民入住。再者，政府
應加快興建公屋，減少居住 房的人數」。張
國柱表示，二人會鼓勵關愛基金及扶貧委員
會成員親身視察了解，又會向扶貧委員會提
交聯署報告反映工廈 房的情況，希望在本
月22日的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大會上，爭取
委員支持，將工廈居民列入受惠人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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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日前公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新修訂方案，指會先
發展古洞北及粉嶺北新市鎮。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

上，電台便邀請了受影響地區的村民與學者共同探討發展方
案。在粉嶺北馬屎埔村居住超過40年的村民容健生，強烈反
對新界東北發展方案。他認為發展會將現存的農業摧毀，形
容方案是「超級版官商勾結」。古洞北發展關注組主席李肇
華則以「滅村」來形容古洞北發展。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
盟成員阿Gu指，雖說暫剔除打鼓嶺坪輋計劃，但未來仍會
重提發展，同樣不能倖免，加上發展方案允許地產商換地，
當地居民對此十分擔心。

政府聽民意 續改善保育計劃

港大地理系副教授吳祖南就指，看到新界東北發展困難的
地方，因為鐵路站早在十多年前，已選定古洞北，故古洞北
的發展已定了局。而屆時作為新市鎮中心點的古洞北市中
心，附近一帶的保育可塑性不高。但在中心外圍卻有很大的
保育潛力，這十多年以來，透過不同團體及當地人的要求，
政府已修改保育計劃，如保留兩條原居民村落，而塱原更成
為生態公園，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已在不斷改變。

方案新概念 突破傳統發展

吳祖南認為，新方案是政府的新概念，在新市鎮內包含繁
榮的市中心、傳統生活與務農的原居民村和生態保育，比起
傳統新市鎮是一個突破，希望政府和村民可以尋求一個雙贏
的解決方法。他又指，若問題及早提出，修改的方案可能會
容易一些，但若在中心點處要尋求保育或解決的方法則有
限。他同意，新方案較上次方案的計劃人口密度高了，環境
上來說質素較差，但認為發展方案是因應社會需要。

需訂補地價 發展商得益有限

對於有批評指計劃「官商勾
結」，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昨
日在討論新界東北發展的城市
論壇說，「官商勾結」是嚴重
指控，她希望社會各界不要濫
用這個字眼。她又重申以往發
展新市鎮，都讓土地持有人申
請改變土地用途發展，現方案
在原有政策上加以改良，發展
商換地有限制條件，且整個規
劃由政府主導，目的是讓整個
方案進行順利，以取得平衡。她又指，當局會要求發展商按
地政總署的訂價補足地價，重申他們在地價上不會有額外利
益。
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成員卓佳佳不同意地政總署補足地

價的說法，她批評政府並無準則和監察地產商如何賠償受影
響居民。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表示，地產商補地價，而非一
併收購的方式，是加強版的官商勾結，地區發展後的利益將
會是數以千億計。

居民若遇不公 署方不批申請

甯漢豪回應指，政府對土地申請人是有監察的，若土地擁
有人告知當局，並沒有得到業權人合理賠償時，政府會重新
檢視該處土地的申請，並不會輕易批出。「如果有居民反映
得不到公平的對待，署方是不會輕率處理申請，最終更可能
不作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為確保中
期的土地及房屋供應充足，政府計劃發展
新界東北，但剛公布的最後方案惹來不少
新界農民和環保團體質疑。發展局局長陳
茂波昨日撰寫網誌，重申計劃因應去年公
眾諮詢收到的逾萬份意見書、環評及基建
技術評估，已作大幅度調整，如上調發展
密度、增加資助房屋比例至60%、研究加
入「港人港地」條款等。他強調，新方案
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已平衡不同持
份者訴求，期望社會支持計劃。

首批資助屋按情況推「港人港地」

網誌以《為年青一代 建造新一代新市
鎮》為題，陳茂波指出，較先推展的古洞
北和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近市中心用地
地積比率增至6倍，而原先的低中密度則
提升至3.5倍，令住宅單位供應增加28%至
60,700個，其中資助房屋及私樓分別為
36,600個及24,100個，可容納人口增加
31%至174,900人。他續稱，資助房屋比例
由49%增至60%，住宅最快2022年落成，
首批主要是資助房屋，亦會視乎當時的物
業市場情況和相關考慮，實施「港人港地」
措施。他又稱，由於坪輋/打鼓嶺缺乏鐵
路接駁及其他基建配套，原本只規劃為較
低密度住宅和特殊工業用途，而因應今年
施政報告提出檢視新界北部地區的進一步
發展潛力，政府將重新規劃坪輋/打鼓
嶺，包括新鐵路基建所帶來的機遇，稍後
會再諮詢公眾。

私地申自行發展 要求更嚴

關於「粉嶺/上水/古洞新市鎮」方案，
陳茂波表示，將採用加強版「傳統新市鎮

發展模式」，
由政府主導
發展，因應
規劃用途徵
用 私 人 土
地，期望加
快整個發展
時間表。他
續稱，過往
很多新市鎮
都曾容許私
人土地業權人，以契約修訂/原址換地
（即申請將農地改變土地用途，轉為住宅
或商業用地）的形式發展個別私人項目，
例如粉嶺/上水的海聯廣場及皇府山。為
確保計劃按時推行，私人土地業權人申請
自行發展，政府訂出更嚴謹的要求，包括
土地須位於規劃作私人發展的範圍內、面
積不少於4,000平方米及業權統一、須按
政府所定時間表完成申請、土地業權人須
公平對待租戶/佔用人，包括提供與政府
補償安排相若的現金補償方案，以及土地
業權人須補足地價。
新市鎮可供發展土地為333公頃，私人

擁有土地佔162公頃，政府須徵收其中約
70%，即114公頃作資助房屋和基礎設施
包括社區設施、道路橋樑、醫院和學校
等。陳茂波表示，當局沒有多少幅土地符
合可申請有條件契約修訂的資料，強調徵
地時不會考慮土地業權誰屬。他又稱，新
方案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大前提，已平衡不
同持份者訴求，亦合理和適當照顧受影響
人士，當局會繼續向持分者解說、聯絡受
影響居民和農戶，介紹各補償和安置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審議有關擴
建兩個堆填區的相關撥款申請，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昨日回應，民建聯會支持有
關撥款申請，但強調有關屯門堆填區的
撥款只是作前期研究，他們是經深思熟
慮，才支持擴建屯門堆填區的前期勘探
研究撥款申請；並對有團體以此攻擊他
們感到氣憤。

譚耀宗：做好交通環境改善措施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民建聯雖然
支持擴建屯門堆填區的前期勘探研究撥
款，但他們未來兩年會和特區政府跟進
如何做好交通和環境等方面的改善措施。他又指，民建聯支持撥款是
因為擴建有迫切性，「如果反對撥款，香港的垃圾問題將無法處理」。
就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早前表明反對有關屯門堆填區的撥款，譚耀宗

回應稱，他有和劉皇發溝通，解釋此次撥款只是作擴建前期研究，並
引述發叔稱明白。至於有議員已表明會於財委會上拉布，譚耀宗認
為，拉布在立法會已發生多次，無助解決問題，浪費時間及公帑，市
民都感到討厭。
劉皇發昨日亦被問到是否支持議員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屯門堆填區

撥款時拉布，他稱未有決定，指距離本周五財委會審議仍有幾日時
間，他會繼續聽取居民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
府的屯門和打鼓嶺堆填區擴建撥款
申請，將於本周五在立法會財委會
作最後闖關，能否通過至今仍未明
朗，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副局長陸
恭蕙昨日分別開腔爭取議員支持。
面對有市民提出以絕食抗議當局擴
建堆填區，黃錦星認為激烈行動會
引起大眾留意，但應實事求是，重
申擴建堆填區有基本需要，拖拖拉
拉對香港沒有好處。陸恭蕙則稱拉
布屬政治姿態，但相信擴建撥款仍
有機會獲財委會通過。

黃：拖拉對港無好處

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星期五審議屯
門和打鼓嶺堆填區擴建撥款申請，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出席公開活
動時表示，即使加大源頭減廢、回
收、廚餘各方面，加上焚化爐等，
仍有基本需要擴建堆填區，而擴建
過程越遲、越拖拖拉拉，整體來說
對香港亦沒有好處。他又稱，當局
已與不同議員保持密切溝通，希望

他們理解香港有切實需要，同時政
府亦盡量回應地區的訴求。
對於有屯門區居民揚言，他們會

在財委會開會前一晚進行絕食抗
議，黃錦星稱，激烈的行動當然會
引起大眾留意，但應實事求是，以
道理說明事件。他又表示，明白每
一個地區有不同關注，而當局是視
乎客觀狀況，以平衡香港整體需要
和地區訴求，對每一區都會有不同
做法，並非誰的反對聲音最大而作
出回應。

函將軍澳居民 逐步處理訴求

至於當局早前暫時撤回的將軍澳
堆填區，黃錦星指之前向將軍澳居
民發出的公開信上，已回應地區訴
求的幾個方面，包括氣味、空氣質
素，以至車的流量，每一項都提出
清楚的時間表，當局亦會根據承諾
逐步去處理。
而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昨日出席

一個電視節目上稱，明白擴建堆填
區以至推展前期工作均具爭論性，

但今次已非首次在立法會討論有關
擴建堆填區的議題，方案在環境事
務委員會、工務小組等均獲得支
持，相信方案仍有機會獲財委會通
過。

陸：拉布屬政治姿態

陸恭蕙表示，當局會做各種游說
工作，並繼續與議員進行討論。她
強調，政府願意實行所有早前提出
的改善措施，包括改裝垃圾車、支
持回收業等，但有關工作需要時間
和程序。至於有議員提出將撥款押

後討論，甚至在財委會上進行拉
布，她指早前曾接觸社民連立法會
議員梁國雄，認為有關做法屬政治
姿態，此舉或令議員不能投票表
決，質疑此舉是否真有需要。
另外，約100名屯門和元朗居民昨

日發起慢駛遊行，約60輛車由屯門
龍鼓灘駛至屯門堆填區，反對政府
擴建屯門堆填區。龍鼓灘村村代表
劉威平聲言，若財委會最後通過擴
建屯門堆填區撥款，將研究更激進
的行動，包括阻塞通往屯門堆填區
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修訂方案一錘定音，最終決定採取「加強版傳統新

市鎮模式」發展，容許符合條件的私人土地業權人申請「原址換地」，有受影響村民指責做法屬「官商

勾結」，並對方案持反對意見。不過，有學者就認為，新方案比起傳統新市鎮是一個突破，體現出政府

已尋求新角度，平衡各方利益。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在昨日的城市論壇上強調，現時公私合營併購新界

東北的土地，是平衡的方案，容許私人發展商發展一定程度的土地，可加快整個計劃的推展。若村民認

為受到不公平對待，政府會給予協助，最終或不批出申請。

基層租客遊行促恢復租金管制

經深思支持撥款
民建聯：僅前期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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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北規劃已平衡各方利益
地政總署：可加快計劃推展 學者：體現政府尋新角度

擴堆填撥款爭支持 黃錦星陸恭蕙開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樓價
近年勁升，屋租亦頻頻加。面對業主
加價，租客只可「硬啃」，全港租客大
聯盟昨日發起遊行，近200名基層租客
參加。大聯盟稱，自從2004年立法會
通過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後，業主與租客的位置完全失衡，租
客不但年年被加租，幅度更多達數
倍，甚至被逼遷至無家可歸，租客根
本無議價能力，促請政府恢復租金管
制，以及於各區增撥土地興建公屋。

大聯盟認為，基層租客的處境陷於
水深火熱，政府有迫切需要立即檢討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建議新
租例須規定搬遷通知期最少為6個月，
加租幅度上限須跟隨上一季度的通脹
率釐訂，舊租客有優先續租權，除非
業主與租客均同意另訂租期，否則租
約最少固定為兩年，以及每兩年檢討
租例，民間組織須參與檢討。大聯盟
又期望政府監管 房租金，呎租不可
超過20元。

田北辰張國柱落區 挺工廈 房戶獲生津

■甯漢豪表示，政府會協助

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村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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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強調經深思熟慮，

才支持擴建堆填區的前期勘

探研究撥款申請。 資料圖片

■工廈及商廈的

房戶遞交請願信予

張國柱及田北辰，

促請政府發放生活

津貼。 劉雅艷 攝

■陸恭蕙

相信擴建

撥款有機

會獲財委

會通過。

資料圖片

■黃錦星

表示擴堆

填區應實

事求是，

拖拖拉拉

對香港沒

有好處。

資料圖片

■馮生慨嘆， 房安全衛生均欠佳，晚

上要與老鼠玩「捉迷藏」。 劉雅艷 攝

■位於大角咀的工廈單位被間開27伙，沒

有廚房，30多人共用3個廁所。 劉雅艷 攝

■陳茂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