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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天氣預測天氣預測
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

15/1(星期三)
氣溫：11℃-16℃

濕度：50%-70%

天晴乾燥
早上寒冷

16/1(星期四)
氣溫：12℃-17℃

濕度：55%-75%

大致天晴及乾燥
早上寒冷

17/1(星期五)
氣溫：13℃-18℃

濕度：45%-70%

天晴但部分地區有煙霞
及乾燥早上相當清涼

18/1(星期六)
氣溫：13℃-17℃

濕度：45%-70%

天晴乾燥
早上相當清涼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路邊監測站*
明日上午：
明日下午：

低至中
低至中

低至中
中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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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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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低

中

高

甚高

嚴重

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
設於中西區、深水埗、
東區、觀塘、葵涌、
荃灣、大埔、沙田、
東涌、元朗、屯門、
塔門

2014年
1月14日

星期二

初時大致多雲，日間天晴，天氣乾燥，早上寒冷
氣溫：

潮漲：

潮退：

日出：

11℃-16℃

09:26(1.3m)

02:21(0.7m)
07:05

濕度：

19:49(2.2m)

12:16(1.2m)
日落：

45%-65%

17:59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 洲

澳 洲

歐 洲

美 洲

曼 谷
河 內
雅 加 達
吉 隆 坡

21℃
9℃
9℃
24℃

33℃
20℃
29℃
33℃

大風
多雲

有雨
驟雨

檀 香 山
洛 杉 磯
紐 約
三 藩 市
多 倫 多
溫 哥 華
華 盛 頓

19℃
12℃
2℃
8℃
-1℃
6℃
1℃

27℃
26℃
11℃
20℃
5℃
9℃
13℃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驟雨
多雲
天晴

悉 尼

阿姆斯特丹
雅 典
法蘭克福
日 內 瓦
里 斯 本

19℃

2℃
8℃
3℃
3℃
11℃

28℃

6℃
14℃
7℃
6℃
15℃

天晴

有雨
多雲
多雲
驟雨
有雨

馬 尼 拉
新 德 里
首 爾
新 加 坡
東 京

墨 爾 本

21℃
8℃
-8℃
24℃
0℃

22℃

30℃
21℃
0℃
31℃
7℃

43℃

驟雨
有霧
多雲
大風
多雲

天晴

倫 敦
馬 德 里
莫 斯 科
巴 黎
羅 馬

芝 加 哥

3℃
3℃
-10℃
5℃
6℃

4℃

6℃
10℃
-8℃
8℃
13℃

7℃

多雲
有雨
有雪
驟雨
有雨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長 春
長 沙
成 都
重 慶

-7℃
-22℃
1℃
2℃
5℃

4℃
-11℃
12℃
10℃
12℃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天晴

大 連
廣 州
貴 陽
海 口
杭 州
哈 爾 濱
合 肥

-6℃
7℃
-4℃
13℃
-1℃
-31℃
-2℃

1℃
17℃
8℃
17℃
7℃
-17℃
9℃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多雲
天晴

呼和浩特
濟 南
昆 明
蘭 州
拉 薩
南 昌
南 京

-16℃
-4℃
1℃
-10℃
-8℃
1℃
-3℃

-4℃
5℃
13℃
4℃
8℃
11℃
7℃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南 寧
上 海
瀋 陽
石 家 莊
台 北
太 原
天 津

3℃
2℃
-22℃
-6℃
13℃
-14℃
-5℃

16℃
7℃
-5℃
4℃
15℃
2℃
3℃

天晴
多雲
天晴
天晴
有雨
天晴
天晴

烏魯木齊
武 漢
西 安
廈 門
西 寧
銀 川
鄭 州

-16℃
-3℃
-4℃
10℃
-17℃
-13℃
-4℃

-7℃
11℃
6℃
16℃
3℃
0℃
7℃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蒲台島民水電望天打卦
上山挑水抬電油苦了長者 麥美娟鄧家彪促政府正視

工聯促2元乘車擴至小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鼓勵長者參與社區活
動及融入社區，港府於2012年推出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
士2元乘車優惠，成效顯著，但現時仍未擴展至專線小
巴。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指出，部分地區以小巴為主
要交通工具，批評當局遲遲未將優惠擴展至小巴，對該
區長者及殘疾人士不公。小巴業界亦指出，將優惠覆蓋
小巴網絡能有助業界經營。

鄧家彪何啟明冀助長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立法會資料顯示，截
至去年7月底，平均每日約有66萬人次受惠於2元乘車優

惠，距離政府當初估計有98萬名長者及13萬名合資格殘
疾人士受惠，仍有一段距離，「九巴於去年11月指出，2
元乘車優惠帶動九巴每天載客量增加近6萬人次，整體載
客量止跌回升1.4%」。他相信，如計劃擴展至小巴亦會
有同樣的帶動效果，並協助長者及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工聯會觀塘區議員何啟明舉例指出，秀茂坪邨往返藍

田港鐵站僅得小巴服務，「小巴為該區居民提供重要的
接駁服務，以連接巴士及港鐵等交通工具」，惟現時該
區長者及殘疾人士卻未能受惠。他認為，此舉對居住於
依賴小巴出入的區域的長者及殘疾人士不公，「他們不
但需要承擔沉重的交通的費用，亦間接減低及限制了他

們的外出意慾。」

小巴業界盼共同受惠
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代表魏沛揚及謝卓均表示，2
元乘車優惠2012年於巴士實行後，小巴大部分線路的生
意即受到嚴重影響，前景黯淡。他們指出，大部分往返
市區的線路載客量均下跌10%，白田邨的線路更大跌
50%，「年老居民即使需要轉車，也寧選搭巴士，也不
選搭只需一程車便到達目的地的小巴」。他們批評，當
局研究將優惠擴展至小巴已有多時，卻未曾與小巴業界
討論所需準備工作，令業界無從得知優惠是否可獲實
行。
工聯會與小巴業界均促請當局盡快完成對小巴推行優

惠可行性的研究，並制訂落實時間表，盡快推行，讓長
者、殘疾人士及小巴業界共同受惠。

■工聯會與小巴業界促請當局盡快完成2元優惠乘
搭小巴可行性的研究。

春夏無電餵蚊
秋冬飲黃泥水

踏上蒲台島碼頭，「迎接」記者
的是一批手持宣傳單張、身穿橙色T
裇的村民，請求到訪來客簽名支

持，讓他們可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水和電。
今年已經80歲的村民鍾婆婆向記者投訴道，由於經常沒

有電力供應，居民冰箱內的食物很容易變壞，為解決無電
的問題，年邁的丈夫只得上山砍柴作為日常燃料。「有兩
次突然停電，停的時間又長，買了些雞翼都變壞晒，唔食
得，真係好嬲……夏天無電連電風扇都用唔到，只能用手
搖扇，外邊咁多蚊，都冇個電風扇來吹一吹趕啲蚊，連瞓
都瞓唔到。」
村民黎先生表示，由於沒有自來水供應，日常靠山水及

井水作飲用水，而秋冬旱季期間山水不時枯竭，水源不穩
定，加上沒有過濾設施，「有時全部都係黃泥水」，村民
都擔心長期飲用會影響健康。遇上水源不足時，只好求助
民政事務處用船運水至碼頭，但每次供水僅4,500公升，
「村民嘈得多，政府就在幾年前增加了3個儲水瓶，但根
本不夠用，村民都要自己儲水」。

經歷無電之苦 露營青年撐場
他續說，由於缺電，村民完全依賴發電機發電，但燃油

費極貴，村民只能默默忍受缺水缺電之苦。蒲台島家家戶
戶都沒有洗衣機，村民多年來均要手洗衣物。冬天，老人
家都要自行「煲水沖涼」。
在採訪當日，記者巧遇一批到蒲台島露營的年輕人，正

向島上的士多「求救」：他們的手機及相機都沒有電，希
望向士多借電，但村民愛莫能助，因為島上日間根本沒有
電力供應。在親身體驗村民苦況後，這批來自市區的年輕
人，也支持要求當局改善供水、供電系統，並希望渡輪加
班次，「這裡風景很美，但基本設施欠佳，需要加強」。
蒲台島是旅遊熱點，但社區設施嚴重不足。村民郭女士

指出，2003年沙士期間，政府為推廣本土旅遊，在島內興
建了一條很好的郊遊路，但未理會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數日前，有一個村民跌倒，7名救護人員要將傷者搬上
山，繞了一段山路才將傷者送到碼頭，再轉送醫院，十分
不便」，希望當局能夠考慮居民的權益，沿碼頭加建一條
直接駁到村內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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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位處香港最南端的島嶼蒲台島，擁有眾多奇峰

怪石，也是賞星的「聖地」，每逢假日都吸引大批市民慕名而來。但「盛名」背

後，蒲台島的居民仍然要依靠山水作為他們的「生命之源」：他們只能依賴島上

兩台發電機供電，日常作息都要「睇住太陽做人」，飲用水都要靠當地的儲水池

以至政府的「接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無法

想像還存在這種生活環境，呼籲當局必須正視，為居民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滿街都是水桶，要喝一口水，都要望天
打卦；晚上要有電燈使用，就要提着

30公升的汽油走上斜路，將汽油倒入發電機
內，屋內才會有『光明』，這些日子就算要捱
一天，都會感到度日如年！」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及鄧家彪早前接獲蒲台島村民的投
訴，抱怨他們一直飽受缺水、缺電之苦，但政
府多年來以各種理由拒絕獲解決問題。

積水不衛生 水署要研究
麥美娟及鄧家彪早前與記者到當地視察，了
解情況。他表示，自己曾多次向水務署投訴，
促請有關部門承諾盡快解決島上約20多條偏遠
地區村落的供水問題，但水務署回應指，當局
擔心村民用水量少，屆時會積存大量食水，引
起衛生問題，故有關的改善工程仍考慮技術及
成本效益因素，並承諾會向發展局表達村民訴
求，檢討為偏遠鄉村提供自來水的可行性，約
明年2月有研究結果。

兩舊發電機 全壞才肯維修
在缺水的同時，蒲台島居民也缺乏持續的電
力供應，島上的供電全賴兩台公眾汽油發電
機。鄧家彪坦言，這兩部發電機都是「高齡產
物」，一部是上世紀60年代，另一部是上世紀

80年代的產物，「年事甚高」，不時發生故
障，「當發電機出事時，村民致電機電工程署
要求修理，當局僅回應『你們還有另外一
部』，遲遲拒絕派員修理，直到兩部機都壞了
才派員維修。有村民透露，他們去年就曾經因
此而有兩三個星期沒有電力供應」。
他續說，購買汽油的費用由村民自行分擔，
「用幾多就計幾多」。儘管村民選用的汽油都
是品質較劣的汽油，但平均也要4元一度電，價
錢昂貴，村民都要節約，除部分利用私人發電
機發電的海鮮酒家外，一般家庭在日間都不會
有電供應，只在晚上 6時至凌晨 6時才「供
電」。居民還要自行由市區訂購一桶桶的汽
油，以小艇運到蒲台島的舊碼頭，在上岸後再
用手推車推到發電機的位置。每桶汽油重達30
公升，一個人實在難以獨自提起，但島上的老
人家就每天都要重複進行這些粗重的工作。
為解決蒲台島居民的供電問題，鄧家彪曾經

聯絡本港兩間電力公司，希望他們答允供電，
但目前還在研究階段，未有確實的落實時間。
目前，蒲台島上20多戶村民中，大部分都是上
了年紀的公公、婆婆，要不時上山挑水、到碼
頭挑電油，還要「望天打卦」，祈求發電機不
要壞，情況極不人道，當局必須正視及解決問
題。

■蒲台島村民要求設立供水及供電設施。 鄭治祖攝

◀▲麥美娟與鄧家彪視
察蒲台島上的儲水桶。
小圖為儲水池底部佈滿
污物。 鄭治祖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