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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涯棉：非完全不可討論 劉炳章：優先次序可暫緩考慮

打郊園地主意掀激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

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早前通過收
緊公屋寬敞戶標準，將於下月1日
起實施。新標準將現時一人家庭佔
34平方米的界限，縮減至30平方
米，二人家庭則由68平方米減至42
平方米，但有70歲以上或殘疾家庭
成員則毋須調遷。數十名公屋居民
昨日早上到何文田房委會總部請
願，抗議房委會收緊公屋寬敞戶標
準，令全港20,581戶公屋居民被定
義為寬敞戶，須搬到較小單位。他
們要求政府擱置寬敞戶政策，停止
調遷，並增建公屋。

促增建公屋解輪候問題

請願人士主要來自一二人家庭，
他們在象徵長策會諮詢文件的道具
上貼滿交叉，房委會派代表接收。
「公屋被迫遷關注組」義務幹事黎
治甫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多次提
出要「逐步提升最低公屋編配面積
標準，改善公屋居民的居住環
境」，但今次收緊寬敞戶標準，實
與承諾背道而馳，令公屋的居住環
境越來越擠迫。他認為，政府以
「充分和合理運用公屋資源」為
由，收緊公屋寬敞戶政策，是變相
將公屋輪候冊排長龍、輪候時間長
的「罪名」歸咎於合法的公屋住
戶，有欠公允。關注組促請政府妥
善規劃房屋政策，增建公屋，實際
解決公屋輪候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
一宗一名55歲男子感染退伍軍人症個案。患者本身有長
期病患，於9月7日出現發燒，並於9月9日入住東區尤德
夫人那打素醫院，現時情況穩定。患者的尿液樣本經化
驗後，證實對退伍軍人桿菌屬菌種血清型第一型抗原體
呈陽性反應，其家居接觸者至今沒有出現相關感染病
徵。有關調查仍在繼續。衛生防護中心今年接獲的17宗
退伍軍人症呈報個案，2011年及2012年則分別有17宗及
28宗退伍軍人症呈報個案。
退伍軍人病症是由退伍軍人桿菌引起的傳染病。桿菌

可在多種的環境中存在，尤其適合在攝氏20度至45度的
溫水中生長，可存活在不同的水源環境裡，如水缸、冷
熱水系統、冷卻水塔、按摩池、噴水池和家居呼吸道醫
療器材等。患者有機會因為吸入人工製水系統釋出受污
染之水點和霧氣而染病；在處理花園土壤、堆肥和培養
土時亦有可能染上此病。退伍軍人病症並不會透過人與
人之間的接觸或飲食而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缺血性中風可由心
房顫動引起，醫療組織「心動聯盟」指，全港約有
7萬人有「房顫」問題，而40歲以上的人士中，每4
人便有1人患病，中風機會比一般人高5倍。召集人
黃品立指，現時45%中高危患者服用傳統抗血小板
藥「阿士匹靈」以預防中風，但研究顯示服用抗凝
血藥療效更佳，惟因傳統抗凝血藥「華法林」需戒
口和定期驗血，令患者卻步。最新開發的抗凝血藥
「達比加群酯」及「利伐沙班」已解決上述問題，
既能降低中風風險，副作用又少，聯盟建議患者主
動向醫生查詢決定是否轉藥。

30%缺血中風由「房顫」引起

現時約有30%的缺血性中風是由心房顫動引起，
由於心房顫動形成的血栓相對較大，故容易堵塞腦
部血管，造成大範圍腦部缺血。目前屬「中至高」
中風風險的心房顫動患者，需服用傳統藥物抗凝血
藥「華法林」或抗血小板藥「阿士匹靈」預防中
風。香港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主席譚劍明指，
「華法林」可減低中風風險達60%，然而患者需要戒
口、定期驗血及調校劑量等，故會轉服成效只有
20%的「阿士匹靈」。
歐洲心臟協會於2012年更新用於房顫的治療指引

中，建議「中至高」中風風險的患者服用抗凝血
藥，如新一代口服薄血藥「達比加群酯」及「利伐
沙班」，可降低55%的中風風險，而低風險的患者則
毋須服用任何藥物。「阿士匹靈」則只會用於未能
接受抗凝血藥治療的房顫患者身上。本港衛生署於
2011年7月批核使用新式薄血藥以預防由非心瓣性心
房顫動所引起的中風，而「達比加群酯」已被醫管
局納入藥物名冊為自費藥物，每日約需20元至30
元。

新薄血藥免戒口
減55%中風危機

長病漢證染退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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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意見提出發展郊野公園用地作建
屋用途，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

員劉炳章、蔡涯棉，土地正義聯盟執委葉寶
琳昨日一同出席《城市論壇》節目。葉寶琳
說：「不是完全不能討論，而是要考慮公義
及優先次序的問題。」她認為發展郊野公園
用地是違反公義，亦沒有遵從發展優先次
序。

應先考慮其他土地資源

蔡涯棉回應指，部分土地涉及政策法例和
私人業權，且政府在推出房屋計劃時常遇阻
力，發展有難度。他認同不應在未考慮其他
土地資源下便去發展郊野公園，但香港長遠
需要土地建屋，發展郊野公園並非完全不可
討論。「郊野公園是港人珍貴的資產，亦是

保育價值較高的地方，不應在未處理其他土
地前就打郊野公園主意，但在未來25年房屋
需求緊張的時期，土地應該從何處來呢？是
否絕對不能再討論呢？」
劉炳章指長策會文件顯示，本港有200多

公頃荒廢綠化地和農地可先發展，郊野公園
邊界的界定具主觀性，此點值得考慮，他認
為這種新思維大方向可探討，優先次序可緩
一步考慮。郊野公園與建屋非「零和遊
戲」，社會上接受有人住㜜房、住公屋，富
人打高爾夫球的現象，在檢討用地時眼光也
不宜太狹窄。

規劃署：現時沒需要發展郊園

另外，規劃署署長凌嘉勤昨在另一場合表
示，相信陳茂波局長的網誌是轉述意見，而
規劃署現階段沒需要發展郊野公園。至於未
來是否需發展，他個人認為郊野公園是香港
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仍有很多選項，
有些新市鎮邊緣仍可擴展，例如東涌、新界
東北、元朗、天水圍的洪水橋等，相信可提
供不少發展機遇。

環保署昨日把「大㝛鬼」的宣傳攤位移師到銅鑼

灣行人專用區，呼籲市民在歡度中秋佳節的同時，

應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實踐綠色中秋。

惜食中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郊野公園應否改變土地用途，引起社會極大迴響。有團體認為，不是不可討論

發展郊野公園，而是要遵從公義及優先次序，可先向高爾夫球場會所「開刀」。有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

員認為，優次問題仍可討論，但若完全不能討論發展郊野公園用地的問題，則猶如「封死香港的後門」。規劃

署署長則表示，香港現時仍有很多選項，現階段並沒有需要將發展帶入郊野公園。

■有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認為，發展郊野公園並非絕對不可以探討。圖為

金山郊野公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