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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社：

值此 貴報喜迎65周年華誕之際，我們謹代

表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向 貴報致

以誠摯的祝賀，並對 貴報長期關注和支持河

南經濟社會發展表示衷心的感謝！

風雲六十五載， 貴報背靠祖國，立足香

港，面向世界，秉承愛國愛港宗旨，堅持

「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理念，報道公正翔

實，內容詳盡豐富，得到了香港社會的廣泛

認同，成為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和公信力的

綜合性主流大報。衷心祝願 貴報發揚優良傳

統，挺立時代潮頭，不斷創造新的輝煌業

績。

多年來， 貴報始終關注中原大地變遷，撰

文發稿，對外推介提升河南形象；建言獻

策，推動河南各項事業發展；牽 搭橋，服

務 河 南

招 商 引

資 ， 對

河 南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發

揮 了 積

極的促進作用。風雨同心，共濟如一，望 貴

報繼續發揮好豫港合作的橋樑作用，為河南

建設中原經濟區，實現中原崛起、河南振興

提供更大的輿論支持！

中共河南省委書記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

2013年8月16日

王樹成社長：

欣悉香港文匯報即將迎來創刊65周年華誕，

謹致熱烈祝賀！

長期以來，香港文匯報秉持愛國愛港的辦報

宗旨和「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新聞理念，

恪守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和職業精神，全面見

證和忠實記錄了香港和國家65年來的發展歷程

特別是香港回歸以來的重大變化，為弘揚中華

民族優秀文化，宣傳「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促進香港與祖國內地合作交流，

做出了不懈努力。文匯報自身也不斷得到發展

壯大，新聞傳播覆蓋面、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

日益擴大，受到香港同胞和海內外讀者的廣泛

認同。

多年來，無論是駐港期間還是到廣西以後，

我的工作均得到了香港文匯

報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廣西

作為西部沿邊沿海民族地

區，當前正值跨越發展的關

鍵時期，希望文匯報繼續對

廣西的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

事業給予關注和支持，為促

進廣西的對外宣傳和開放發展，深化桂港兩地

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貢獻。

祝香港文匯報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創佳績！

代問報社諸位同仁好。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3年8月22日於南寧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賀信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省長謝伏瞻賀信

35%家長「荷包出血」呻苦
近半批教科書加價最多 民記倡政府增支援

余志穩冀因應貧線「施政」出招

車費貴兒疲憊 深母終棄跨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身兼扶貧委員會成員的樂施會
總裁余志穩昨日表示，香港近10年高低收入群組兩極化，貧富懸
殊加劇，不少尚未領取綜援的貧窮家庭，即使每日工作逾10小
時，仍然因月入低、家庭成員多，不足以養家餬口，最需要政府
協助。他建議政府按家庭兒童人數發放低收入生活補貼，預計每
年開支約17億元，18萬人受惠。他又期望月底訂出貧窮線後，當
局可於明年初公布《施政報告》時，同時推出相應扶貧措施。
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余志穩，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批評政

府現時只依靠綜援制度應對貧窮問題，令低收入家庭難以脫離綜
援網。他認為，政府應檢討制度，鼓勵綜援受助人自力更生。他
又指，現屆政府有心做好扶貧政策，但缺乏決心，當遇到一方聲
音較大便會退縮。他期望政府諮詢時不宜側重商界，要多聽民間
團體意見。若政府處於弱勢，更需爭取民望，希望特首梁振英履
行選舉承諾，做好扶貧工作。

倡按兒童人數發補貼

余志穩指出，過去10年，最高薪群組薪金不斷上升，反觀最低
薪群組薪金卻有下降趨勢，顯示香港入息不均，貧富懸殊情況嚴
重，錢只集中在部分人手上。他表示，社會上有不少在職貧窮家
庭尚未領取綜援，每日工作12小時，但因月入低、家庭成員多，
未能應付家庭開支，最需政府幫助。他建議，政府向這些有兒童
成員的貧窮家庭發放低收入生活補貼，每個家庭首兩名兒童，每
人每月可獲800元，第三名及第四名兒童每人600元，第五名兒童
可獲400元，相信這是最快令貧窮家庭脫貧的方法，或至少可改
善生活。余志穩又提到，立法會有很大控制權，期望立法會議員
不要只顧政治爭拗，要顧及民生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一年一度的開學鐘聲今天再次

響起，父母都已為子女作好了準備。民建聯調查發現，三成半

受訪家長指，孩子開學支出為家庭帶來沉重經濟負擔。整體而

言，近一成半人指，開學支出已佔去月入一半或以上。各項開

學支出中，46%人認為教科書價升幅最明顯。民建聯建議政府

為家長提供更多支援，包括檢討書簿津貼制度、對低收入家庭

提供生活補助等，亦應加強監管教科書定價及升幅，避免書商

經常以改版為由加價，令家長百上加斤。

成半人開學開支佔月入逾半
民建聯於8月以電話隨機訪問300

個中小學生家長，了解他們的子女
開學支出情況。調查顯示，近一成
半受訪者指，子女開學開支佔家庭
收入一半或以上；另逾三成人指，
有關開支佔月入32%。各項開支方
面，四成六人認為，課本開支升幅
最大，48%小學家長及70%中學家長
花逾2,000元為每個子女買新書。
除了教科書外，孩子校服、鞋、

書包、文具等開學用品亦是必要開
支。近35%中、小學家長，花逾
1,000元為子女購買上述開學用品。

雖然近三成半受訪者指，開學支出
令家庭負擔沉重，但46%人沒有向
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書簿津貼、車
船津貼等資助。

申資助被拒 從此放棄

育有兩名子女的周太，一家4口每
月單靠丈夫1萬多元收入維持。就讀
小三的女兒，書簿費及其他雜費開
支已需5,000元，「女兒由小一至
今，一直渴望學小提琴、鋼琴，奈
何無法負擔。即使補習班及課外活
動，我們也沒有多餘錢參加」。因為
丈夫是三行工人，收入不穩定，周
太去年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

助，卻收到回覆指，其家庭收入超
過政府入息限制，因此她今年已沒
有再申請資助。

鄭泳舜盼檢討書簿津貼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泳
舜建議，政府應檢討書簿津貼制
度。他指不少家長與周太一樣，第
一次申請書簿津貼被拒絕後，就放
棄再次申請資助，故政府應檢討申
請制度，向他們詳細解釋申請被拒

理由。除了全額及半額津貼外，也
可增設四分一或五分一津貼，讓更
多低收入家庭受惠。
民建聯認為，近年教科書升幅仍

處於3%或以上，反映政府與書商就
書價的商議，包括引入電子教科
書、分拆定價等，未能發揮作用。
鄭泳舜批評，現時連幼稚園課本都
經常改版，建議政府加強監管教科
書，避免書商經常以改版為由加
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失業率雖
然長期處於低水平，但在職培訓及就業支援亦不
能忽視。職業訓練局去年把有系統的見習培訓擴

展至服務行業，並推出兩階段各為期1年的「美
容及美髮見習員訓練計劃」，至今已有逾240名學
員參加。計劃向學員提供技術培訓課程的同時，
亦安排他們在美容院或髮廊工作，即時「學以致
用」。

完成訓練後 可考評核試

見習學員完成每一階段訓練後，均可報考專業
能力評核試，並可透過職業訓練局申請「一試三
證」考試，同時獲取本港、國家職業資格及國際
專業組織資歷認可。
現年17歲的張鎮洋，對髮型設計充滿興趣，去

年3月經老師推薦後參加訓練計劃，更憑出色表
現成為其中一名「葉惠敏慈善基金IDVC美髮業

獎學金」得獎學員。
張鎮洋指出，剛加入計劃時自信心爆棚，「以

為替人洗頭好簡單，原來都要學幾日」。他又
稱，自己初期「唔定性」，經常上班遲到甚至缺
勤，更曾被髮廊「叮走」；轉到另一間髮廊工作
後故態復萌，但師父卻對他不離不棄，令他下決
心要成為出色的髮型師。

僱主讚成熟 流失率偏低

張鎮洋僱主何志榮過去一直為職業訓練局提供
不少實習崗位，他認為「訓練計劃」學員較具獨
立性、成熟，亦珍惜工作機會，目前逾10名學員
在培訓課程結束後繼續任職。美容業僱主葉麗
亦指出，不少透過坊間「興趣班」到其公司實習
的學員，不夠一個月便離職，「美容及美髮見習
員訓練計劃」流失率卻偏低，為缺乏人手的美容
業界提供不少人才。

VTC美容美髮見習 240人學以致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近年跨境學童
人數飆升，以幼稚園及小學生最多，巿場對接送
跨境學童服務需求殷切，車費亦有所上調。調查
顯示，今年跨境保姆車收費約主要介乎1,330元至
1,580元（港元，下同）；最高收費約2,100元，較
去年上升兩成，收費視乎學校與居所的距離。有
居於深圳的單非母親，原本安排兒子在上水讀幼
稚園，但兒子每天跨境上學疲憊不堪，又擔心過
關安全問題，加上車費每月逾千元，終決定讓孩
子回內地升學。

99%家長不放心保姆車

新家園協會（新界東服務處）過去一星期以電
話訪問163名家長，了解到200名跨境學童情況，
並作出分析。調查顯示，逾七成學童上車點普遍
以羅湖區為主，餘下多是福田區，但他們下車點
皆是北區，上水佔62%，粉嶺佔38%。200名跨境
學童個案中，最高保姆車開支每月達2,100元，最
低收費約1,000元。由羅湖區至北區的收費，普遍
介乎1,330元至1,580元。

99%家長坦言，對子女使用保姆車上學不放
心，但並無他法。81%受訪家長指，不知道子女
乘坐的保姆車接載學生人數，大部分人只知道有
1名至2名保姆照顧隨行學童。新家園協會總監陳
義飛表示，一年內曾接獲數宗求助，指有年幼學
生在羅湖跟保姆過關時走失，最嚴重曾於數小時
後才尋回學生，幸好安然無恙。他指現時並無監
管保姆車學生和保姆人手比例，保姆質素可能參
差不齊，故建議加強保姆培訓，以及訂定合理人
手比例。政府亦應增設過關通道，保障跨境學童
安全。

減親子時間 憂過關安全

居於深圳的單非母親宋小姐表示，兒子原本於
上水讀幼稚園，但兒子每天跨境上學疲憊不堪，
親子時間大減，又擔憂過關安全問題，加上車費
每月逾千元，終決定讓孩子回內地升學。宋小姐
指，以往上學平均需1.5小時，自從兒子回內地上
學後，從家門步行10分鐘已經到校，節省了車費
和時間，「多了時間跟他（兒子）到公園玩，小

朋友都開心點」。
不過，宋小姐始終認為，香港教育制度較內地

優勝，明年兒子將升讀小一，她考慮再報讀港
校，可能成為「跨境校網」參與者。她憂慮兒子
被派到偏遠地區，車費開支、安全、時間安排等
問題令她感到困擾，但又沒有經濟能力移居香
港，期望政府提供支援。

■陳義飛(左二)表示，一年接獲數宗求助，指有

學童在羅湖跟保姆過關時走失，最嚴重試過數小

時才尋回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攝

■鄭泳舜(左二)批評，現時連幼稚園課本都經常改版，建議政府對教科書加

強監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

■郭庚茂 ■彭清華■謝伏瞻

■職訓局推出「美容及美髮見習員訓練計劃」，

至今逾240名學員參加。 聶曉輝攝

開學了！

■社協基

層房屋關

注組促請

政府增加

公屋建屋

量至每年

3.5萬個。

社協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基層
房屋關注組（關注組）去年10月至今年8月，抽樣調查9
間籠屋、29間板間房及25間套房共216個住戶，以了解
「N無人士」居住情況。結果發現，逾半受訪者有申請
公屋，但等候多時仍無法上樓，當中40%已輪候逾3
年，近10%更已輪候7年以上，遠超政府「3年上樓」的
承諾。社協指，輪候3年以上的申請者中，近半是單身
住戶。

籠屋板間房 租貴水電貴

受訪家庭中以低收入人士居多，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
為5,000元。雖然未能上公屋，他們仍要面對租金高企
壓力。關注組指，部分套房及板間房呎租分別高達67.5
元及70.6元，籠屋呎租更高達106.7元，「月租1,600元，
只能租住15平方呎的細小籠屋單位，但仍不乏住客租住
以上單位」。再者，由於多個單位內並無獨立電錶及水
錶，業主會單方面要求租戶繳交比市價更高的水費及電
費，「單是租金開支已佔『N無人士』入息27.69%。如
果連同水、電費開支一併計算，則佔整體住戶收入
30.99%」。

關注組倡訂立加租管制

關注組建議政府增加公屋建屋量至每年3.5萬個，為輪候3年以
上租住私樓的申請者提供租金津貼，並取消非長者單身人士公屋
配額及計分制，讓有需要的單身人士盡快上樓。此外，他們促請
政府重新訂立租務管制，限制業主加租幅度。另應重新研究，將
部分環境較安全的工廈轉為住宅用途的可行性，容許並鼓勵業主
改建工廈為「過渡性住房」，為基層人士提供多一批廉價小型出
租單位，作為住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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