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2013年十大傑
出青年昨日分別探訪4個少數族裔家庭，發現這
些兒童或青年雖在港土生土長，但因教材不足
以支援外語學童，以致中文程度落後於本地兒
童。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表示，因入讀
本港大學中英文要達一定程度，少數族裔學生
若無特別支援學習中文，或會影響上進機會。
有傑青希望爭取讓本地大學生為少數族裔兒童
補習中文，並能發明軟件，幫助少數族裔老人
學習粵語，又有傑青希望能教授少數族裔婦女

製造假髮，留在家中亦能幫補家計。
應屆十大傑出青年，探訪4個來自尼泊爾、印

度及巴基斯坦的少數族裔家庭，其中一位傑
青、香港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教授湯啟宇
指，希望向理大建議，讓大學生為少數族裔兒
童補習中文，又希望現時發明予長者使用的軟
件，加入尼泊爾、印度及巴基斯坦的語言，並
與粵語對照，幫助少數族裔老人學習粵語。
來自巴基斯坦、今年8歲的Abhinav指，自己

雖入讀主流學校，但仍不太懂粵語，只能以英

語和同學溝通。周一嶽表示，少數族裔學生較
本地學生入大學率28%為低，只有少於4%，或
因入讀本港大學，中英文要達一定程度，若缺
乏學習中文的支援，或會影響少數族裔上進機
會。周一嶽又指，逾45萬名少數族裔在港生
活，社會應關注他們的處境，共融團結。

周一嶽關注「少族」升大率低

另一位傑青溫小蘋是假髮設計師，曾捐出逾
千個假髮予癌症兒童，她表示少數族裔婦女多
留在家中，希望教授她們以真髮製造假髮的技
巧，並把旗下的假髮分予她們去加工製造，令
少數族裔婦女留在家中，亦能幫補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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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免費搭車船

傑青各自獻計 盼助「少族」融港

民建聯10訴求迎老齡社會

張建宗：明年10月檢討交津
按物價社援指數調整 津貼額工資資產上限或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鼓

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推出至今，總申請人

次超過14.7萬人。他又指，交通津貼計劃實

施「雙軌制」後，由今年7月起至近日，個

人申請已超過2萬宗，當局將於明年10月檢

討每月600元的全額津貼額，視乎物價及社

援指數走勢再作調整。

張建宗表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自2011年
10月推出，交津的津貼額會在明年10月作一個全

面的檢討。他指，600元是基於去年的調查所顯示，一般
來說，不用跨區的交通費，平均需要約430元，跨區約
480元。他舉例若是居住較遠的，例如從天水圍到中環上
班，每程已經需要20多元，來回40元，交通費較高。
他強調，津貼的目的是希望資助部分交通費，而非發

回全部的交通費。他稱，明年10月會展開一個全面的檢
討，亦會在明年年初配合物價指數和綜援的社援指數，
相應調整有關的工資上限和資產上限，有關內容會在明
年初公布。

推出至今逾6萬人受惠

張續稱，「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推出至今，已經
有逾6萬名市民受惠，人次申請有14.7萬人；而交通津貼
計劃實施「雙軌制」後，由今年7月起至近日，當局亦收
到超過2萬個申請，成功批出逾1.5萬個申請，現已總共
批出津貼達4.7億元。

施政報告將涵貧戶補貼

他又指，交通津貼優化計劃後，明顯幫助很多打工
仔，當局未來亦會配合貧窮線，希望能夠制定一些扶貧

的措施，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就是鼓勵在職低收入家庭的
生活補貼，特別是處理跨代貧窮，期望能夠在未來一兩
個月釐定細節，在明年1月施政報告公布。
勞福局於2011年10月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以家庭入息和資產為單位進行審查，合資格人士每月可
領取全額600元或半額300元津貼。計劃推行約5個月後，
僅約2.6萬人申請。當局於去年8月底宣布，優化交通津
貼計劃申請條件，改行「雙軌制」，若申請人的入息和資
產符合限額，將容許他們選擇以家庭或個人為基礎的經
濟審查申請有關津貼，每月工作滿36小時，可獲發300元
津貼；滿72小時，可獲發600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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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粵語。 吳沚芊 攝

■周一嶽表示少數族裔學生

若無特別支援學習中文，或

影響上進機會。 彭子文 攝

民建聯長者政策十大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

為向長者宣揚環保用電，中電聯
同13個社區夥伴，將向3,000名九
龍、新界和大嶼山的60歲或以上
有需要的獨居及雙老長者，送上
LED燈膽及節能錦囊，減低長者
因更換較易燒壞的「鎢絲燈膽」
而產生的安全問題，並能節省逾
八成電燈電力。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表示，政府鼓勵社會各界，
積極為有需要的長者，送上關懷
和提供幫助。
昨日「中電綠在耆中義工活動」

中，中電總裁潘偉賢表示，針對
現時不少長者，仍使用耗電量高
的「鎢絲燈膽」，在未來的一
年，會聯同13個社區夥伴，為居
於九龍、新界和大嶼山，有需要
的長者，送上能節省逾八成電力
的LED燈膽，總數共6,000個，而
鎢絲燈膽較易燒壞，換上較耐用
的LED燈膽，可減低長者因更換
燈膽而生的意外，並且向長者提
供家居節能和用電安全貼士。

林太：護老要各界支持

林鄭月娥在活動開展禮上表
示，要發揚敬老護老的精神，社
會各界的支持相當重要，政府鼓

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長者服務。
中電較早時亦宣布會於下年撥出1,000萬

元，為總共4,000個㜜房戶、N無人士或有
需要的長者，購買家電四寶(包括電磁爐、
小型雪櫃、電風扇及LED燈膽)，務求可以
協助他們慳電節能，並提高家居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多間公共
運輸公司為響應「長者日」，昨日為65歲或
以上長者提供免費服務。長者只需出示
「長者卡」或本港身份證，即可免費乘車。
而長者八達通持有人，只需如常拍卡出入
閘，就可免費乘搭港鐵，但不包括機場快
線、東鐵線及過境線。今年已是港鐵公司
連續支持「長者日」的第十年，港鐵表示
希望長者可利用今次「長者日」免費乘搭
港鐵的優惠，多參與社區活動，享受愉快
的一天。
至於海上交通方面，長者出示證明及使

用長者八達通，亦可免費乘坐天星小輪，
以及新渡輪中環至長洲、梅窩、橫水渡，
北角至紅磡、九龍城5條本地航線的渡輪普
通客位。另外，國泰及港龍更推出長者優
惠，11月21日前購買指定目的地機票，會
有七折至七五折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本港正面
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根據政府數據，目前本
港的長者人口比例約為14%，但估計至2041
年，本港長者人口比例將升至30%，可見人
口老化問題已迫在眉睫。民建聯福利事務副
發言人蕭嘉怡昨日聯同數十名長者，在政府
總部門外向政府提出10項訴求，促請政府及
早制定全面長者政策，並檢視及改善現行各
項安老措施，為未來老齡社會作準備。

5年規劃縮院舍輪候時間

民建聯提出的10項訴求，包括改善安老服
務、長者醫療，及長者退休後的生活等。在
安老服務方面，民建聯倡議當局應從速制定
長者院舍及社區照顧的5年規劃，並訂立長
者獲得服務的合理目標時間，及制訂相應的
資源分配和人力支援等，以縮短安老院舍輪
候時間。另外，當局亦應盡快將「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擴至全港推行，以達
至「居家安老」的目標。

「廣東計劃」含長津擴至福建

長者退休後的生活一直是社會非常關注的
議題，民建聯建議政府應完善「廣東計
劃」、開設「福建計劃」，並研究將「長者生
活津貼」納入「廣東計劃」範圍，讓更多長
者受益；當局亦應積極推動社會發展銀髮市
場，在飲食娛樂，以及生活娛樂等各方面，

為銀髮一族提供專屬的聚會地點和合適食
品。
至於長者退休後的精神生活方面，民建聯

則促請政府設立「長者就業基金」資助企業
及機構聘請長者就業，同時擴大現有「長者
學苑計劃」範圍，如增加學習科目、靈活安
排學習時間和地點等。該黨又建議推出「長
者文娛康體券」，令長者可以免費參加由康
文署舉辦的康體班及觀賞文娛表演節目，豐
富長者退休後的生活。

兩蚊搭車涵專線小巴電車

民建聯倡議政府盡快設立「退休保障養老
金」；將醫療券的使用門檻由70歲降至65
歲，並改善醫療券的使用範圍及服務質素、
簡化其登記和使用的程序，以補助長者的生
活開支。此外，該黨亦提議把長者兩元交通
優惠計劃擴展至專線小巴及電車，以減輕長
者的日常經濟負擔。另外，將長者申請年齡
下調至60歲，傷殘津貼亦應可兼領生果金，
使更多長者得到援助。
推動社會敬老文化亦是民建聯的十項訴

求之一，他們促請政府應增加敬老和尊崇
長者的教育及宣傳，培養市民敬老及護老
的德育觀念，鼓勵學校及社區中心多舉辦
探訪長者院舍等活動，加強社會尊敬和愛
護長者的傳統美德，做到「人人敬老，尊
重長者」。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設立「退休保障養老金」

■縮短安老院舍輪候時間

■完善社區照顧安老服務

■完善長者醫療措施

■建設長者無障礙社區設施

■改善長者家居設施

■支援往內地定居的長者

■推動發展銀髮市場

■支援長者退休後精神生活

■推動社會敬老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㠥本港人
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長者的生活需要亦日
益備受社會關注。工聯會地區服務處與中華煤
氣有限公司趁昨日國際長者日，到何文田一間
中學舉行「愛心義剪大行動2013」，合共動員
逾百名義工，即席為現場約800名長者剪髮。
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指出，長
者需要社會上的關懷，希望能藉㠥是次活動，
帶動更多人士參與社會服務。
約800名長者昨日齊集何文田一間中學的禮

堂，享受歷時3個小時的剪髮及各項表演活
動，陳婉嫻，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及工聯會另一名副會長陳有海同任主禮嘉
賓。陳有海表示，工聯會地區服務處一直在各
區參與包括為長者剪髮等多項義工活動，昨日

亦成功動員約100名義工參與。
煤氣的「煤氣溫馨義工隊」項目經理郭子卓

表示，公司早於2006年成立義工剪髮隊，至今
已有逾3,240長者人次接受義務剪髮。郭子卓表
示，義工剪髮隊目前有33名成員，當中8人為中
華煤氣的職員，其餘則為客戶義工，每名成員
均需接受為期8周的培訓，才可為長者剪髮。

長者之意不在剪 在乎傾訴

他指出，義工剪髮隊每月約有1次至3次剪髮
活動，包括定期每月1次到油麻地一間長者中
心服務長者。他又謂，其實接受義剪的長者很
多時並不在意剪髮，「他們有時可能與家人吵
架或不開心，主要是希望找個人讓他們傾
訴」。

工聯會夥煤氣義剪800銀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現時本
港公營牙科服務不足，私營牙醫的收費又
十分高昂，以致很多基層長者都未能得到
適當的牙科治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就趁昨日國際長者日，聯同數十名受牙
疾困擾的基層長者，到政府總部外請願。
他們舉起標語，要求政府正視民意，盡快
推出「牙科醫療券」，減輕基層長者的牙
科醫療負擔。

麥美娟：長者嫌私醫貴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牙齒健康的標準，
80歲的長者至少應有20顆能正常咀嚼及不
鬆動的牙齒，但據本港衛生署的《2001年
口腔健康調查》指出，65歲及以上居住於
社區的長者，有58.3%少於20顆牙齒，遠

低於世衛的標準。麥美娟表示，工聯會早
前進行一項關於長者牙齒健康的調查發
現，很多長者都因牙科醫療費太貴，遇到
牙患時寧願「死忍」亦不會看牙醫，相信
牙科醫療費高昂是導致長者卻步求診的主
因。

葵青區億元搞流動睇牙

她又說，早前曾建議新界西各區區議
會，運用政府早前向每區預留的一億元撥
款推行至長者牙科服務，而有關建議已得
到葵青區議會響應，落實在區內提供流動
牙科服務，現已進入審批階段，預計2015
年會正式展開。她認為，葵青區議會的決
定顯示牙科服務正是長者的急切所需，政
府必須認真對待有關問題。

工聯會向政府提交請願信及逾千名市
民的聯署，促請政府增加牙科服務的資
源，並建議參考現行醫療券，增設「牙
科醫療券」，每年向長者發放一定數額的

資助，避免長者要將醫療券兼用於牙科
服務上。而長遠而言，政府必須全面加
強公營牙科服務，以應付人口老化所帶
來的挑戰。

■林鄭月娥表示，要發揚敬老護老精神，

各界支持相當重要。 彭子文 攝

■民建聯向政府提出十大長者政策訴求。 陳廣盛 攝

■陳婉嫻指出長者需要社會上的關懷。 莫雪芝 攝

■工聯會要求政府盡快推出「牙科醫療券」。 陳廣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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