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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狂熱 新居屋通宵派表
長人龍一度輪候2句鐘 至下午5時攞表38,000份

房委會經過12年後再推新建居屋單
位，雖然距離申請期展開仍有一

個星期，已足見市民對新建居屋十分
踴躍。房委會昨日起率先在樂富房委
會客戶服務中心派發新居屋的銷售文
件，昨日早上已吸引大批市民在中心
外排隊輪候。隨時間越久，排隊人龍
就越長，近中午時已有約1,000人在外
「打蛇餅」，市民需要排隊1小時才取
得銷售文件；至下午輪候人龍和輪候
時間更倍增，需要輪候約兩個多小
時。截至昨日下午5時，客務中心共派
出 38,000 份居屋申請表，當中有
25,000份白表和13,000份綠表，另外
派出了49,000份售樓說明書。

為兒子揀樓作新婚禮物
市民對新一批居屋非常着急，甚至可
謂「做足功課」。黃先生之前已開始搜
集首批居屋的資料，更曾到沙田、元朗
和荃灣的居屋地盤外作實地視察。他
指，現時一家六口在橫頭磡邨居住，但
兒子們都約30歲，故希望幫他們先供
首期，當作未來的新婚禮物。
他認為，沙田的美柏苑和美盈苑地
理位置較好，但擔心單幢樓宇會令管
理費高昂；荃灣尚翠苑則被工廠大廈
包圍，有較多車輛噪音，景觀亦較遜
色，居住環境一般；元朗宏富苑雖距
離港鐵站不遠，但同樣接近工廠區，
周邊較荒蕪。而青衣青俊苑則建於山
邊，交通不便，所以沒去現場視察，
亦不作考慮。
他指，雖然新一批的居屋選擇少，

部分地點亦不太好，但因政府停建了
居屋一段時間，預料將要與很多人一
同爭名額。他希望政府可盡快推售更
多居屋，方便市民之餘，亦可增加政
府收益。

地點偏遠故未決定入紙

陳小姐則替朋友拿表格，自己也預
留一份，但仍未決定會否入紙。她
指，今批居屋的地點較偏，她個人較
屬意之後在長沙灣等市區的新居屋。
房委會在昨日下午曾發出公告，指

市民樂富客戶服務中心有大批市民輪
候索取居屋申請表。由於輪候人數眾
多，故需等候長時間才拿到銷售文
件。房委會發言人晚上再提醒市民，
未來一段時間仍可透過其他不同渠道
獲取有關資料，毋須急於前往客務中
心。房委會表示，樂富客務中心會於
明年1月12日前，全日24小時派發銷
售文件。而為了加快處理在客務中心
輪候的人流，房委會已經增設多一個
櫃位派發銷售文件，並會密切留意隨
後的情況。

可於房委會網站下載文件
房委會又指，市民可全日24小時從

房委會網站（www.housingauthority.
gov.hk/hos2014）下載銷售文件，包括
申請表、申請須知、售樓說明書、價
單及銷售安排。
而於12月30日至明年1月12日的申
請期內，房委會各屋邨辦事處及租約
事務管理處、香港房屋協會各屋邨辦
事處、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各諮詢服務
中心和深水埗房屋事務詢問處，亦備
有申請表、申請須知及銷售安排，於
辦公時間供市民索取。
今次發售的居屋單位共2,160個，實
用面積介乎 34.5 平方米至 47.5 平方
米，包括沙田美柏苑和美盈苑、元朗
宏富苑、青衣青俊苑和荃灣尚翠苑。
單位售價介乎1,873,500元（美柏苑）
至3,264,600元（尚翠苑）。申請期由
本月30日至下月12日下午7時，預料
在2015年3月攪珠決定揀樓次序，5月
開始揀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新建居屋

需求殷切，房委會昨日起向公眾派發售樓說

明書和申請書，首日即吸引大批市民排隊索

取。在派發銷售文件的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

中心，近中午已有約1,000人在客戶服務中

心外「打蛇餅」，下午更倍增至 2,000多

人。房委會更需作出特別安排，宣布樂富客

務中心全日24小時派發銷售文件。而截至

昨日下午5時，共派出38,000份居屋申請表

和49,000份售樓說明書。房委會提醒市民，

可透過房委會網站下載申請表，相關文件於

本月30日起亦會擴至全港不同地點供市民

索取。

八成貧戶母「湊仔」冀增托兒入職場

社企單車生態遊「三低」青年有出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首間專做單車生態遊

的社企不只為「三低」青年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更
令他們重拾自己的興趣，並協助他們將興趣發展為事
業。有憑自身的努力成為社企管理層的「三低」青
年，由感到前路茫茫，至找到自己的目標，並視單車
生態導賞員為終身職業，「以前自己不會去閱讀書
籍，但現在會主動買書進修。」
東華三院的社工用了兩年時間構思，將元朗、天水
圍的生態環境、文化歷史與單車結合，並在2008年獲
得民政事務總署的「伙伴倡自強」資助128萬，打造出
BiciLine單車生態旅遊的社企。BiciLine亦在2010年成
功轉型為自負盈虧的模式營運，由成立至今，已有超
過25,000人次享用服務。而社企的員工則是一批年齡
介乎16歲至29歲的「三低」青年，即是來自低收入家
庭、低技術及低學歷。

由兼職導賞員低層做起
被譽為「老臣子」，現年23歲的BiciLine旅遊主任
董卓霖於2008年開始加入，由兼職導賞員做起，經過
自己不斷的努力及進修，現成為管理層的一分子，繼
續向自己的目標進發，視單車生態導賞員為終身職

業，繼續在社企發展。他回想在讀書時
代的自己，「自己不會去閱讀書籍，讀
書的成績又不好。」自己亦不喜歡與人
交談。後來家人得知東華三院有這個社
企計劃，而又知道他喜歡生態環境，故
鼓勵他參與計劃。

主動進修助解答參加者提問
在中五畢業後，董卓霖正式成為全職

的單車生態導賞員，他除了找到自己的
目標外，亦為自己帶來轉變。由以前不
會去閱讀書籍，到現在會主動買書進
修，希望藉閱讀增進自己對生態方面的
知識，而參加者有關生態的提問，都成
為他學習的推動力。他又指，因工作而
增加學習溝通的機會，更會想方法去改善溝通技巧，
令參加者可以記得他曾講解的生態知識，「並非玩完
一天就忘記。」董卓霖亦笑言，如果不是有這個工作
機會，而自己溝通技巧亦不好，「可能會成為一名倉
務員。」
BiciLine由2008年培訓至今，總共推展11期的導賞

員訓練，培訓超過一百多名導賞員，當中近一半學員
轉往升學或其他企業任職長工。BiciLine現時有6名全
職員工，當中有3名是由學員出身，另外有24名兼職
員工。BiciLine提供的單車生態導賞團分為「入門級」
及「進階級」，可遊覽南生圍、濕地紅樹林、流浮山
及白泥等；亦有提供「情侶單車浪漫之旅」，包括情
侶午餐、攝影服務及製作小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房委會昨日起在樂
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派發新居屋申請表，吸引不少
年輕人到場索取，務求以「折扣價」圓置業夢。同場
亦有不少父母替子女代領申請表，明言會資助子女部
分首期，幫助接近適婚年齡的子女及早置業。
大學生曾小姐還有1年多才畢業，但昨日也到場索

取居屋申請表，希望早日置業。她表示，擔心如果踏
入工作後才申請居屋，收入有可能超過上限，而樓價
持續高企，年輕人根本沒有條件買私人樓，所以趁未
畢業爭取機會。她坦言，或需要父母支持部分首期開
支，但相信自己有能力供樓。
25歲從事酒店業的李先生表示，雖然現時與家人同

住可節省一筆租金，亦有家人互相照顧，但想長遠一
點時，未來會有自己家庭，總需要另置物業，實現自
己理想。他計劃向家人借一部分錢支付首期，再問銀
行借貸，預算每月供樓花約6,000元，現時收入足以
應付。

市民：「抽到就要」「好過中六合彩」
一家四口租住粉嶺公屋單位的楊太表示，家中兩個

兒子都30多歲，到了差不多要結婚的年齡，但他們若
結婚就會增添兩口子，現時單位根本不夠空間。現在
私人樓樓價又太高，年輕人只能靠居屋才可置業。她
直言只求價格夠低，「不理任何地方，抽到就要。」
陳太則與兒子一同索取申請表。她指，現時一家四

口租住300多呎的沙田公屋單位，但為了讓兒子以後
生活過得舒服些，她會先幫兒子支付首期，供樓則由
兒子負責。她說：「作為父母算是盡了責任吧。」
廖太亦為已婚兒子的置業問題籌謀，指兒子的工作

需要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走，現時正在深圳福田租屋，
約300多呎一房一廳月租只需2,000多元 ，遠較香港
單位為低。不過，孫兒未來要回港讀幼稚園，期望兒
子成功在港置業，方便孫兒在港上學。她形容：「如
果抽中居屋，仲好過中六合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低收入家庭母親既希
望能出外工作幫補家計，但同時又要留家照顧子女，
往往陷入兩難之境。一項研究顯示，因為難以找到合
適支援，超過八成的貧窮住戶都是由母親照顧孩子，
而由於全家只有一人工作，近六成人直言家庭經濟因
此有壓力。研究又反映，現時社區兒童照顧服務嚴重
不足，當中以0歲至2歲的兒童服務尤其缺乏，建議政
府全面檢視並規劃有關支援政策，加強不同年齡的幼
兒照顧服務，以回應社會需要。
社聯今年1月至11月期間進行「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
童照顧服務」研究，包括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用電話

訪問了941名育有0歲至12歲兒童的家長，以及由浸大
社會工作系團隊與約60名家長進行焦點小組訪談。
研究人員將受訪家庭分為貧窮、低收入和高收入住

戶3個組別。在電話訪問中，有81.2%貧窮住戶主要由
母親照顧孩子，比低收入住戶的69.2%和高收入住戶的
36%都要高；因此而感到經濟壓力的貧窮家庭則有
58.2%，也遠較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為高。
浸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洪雪蓮指，研究中有逾半貧

窮家庭缺乏包括祖父母在內的合適支援，以幫忙照顧
孩子，他們也經常遇到沒能力教導子女做功課的情
況，而當自己生病時，更難以找到他人托管孩子。她

補充，如果能在社區裡獲得合適的照顧服務，不少低
收入家庭的母親都有望外出工作改善生活水平。

兒童照顧服務名額不足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指，根據上述研究和統計處數

字推算，全港有多達8.7萬個貧窮和低收入家庭，因母
親留家照顧孩子未能出外工作而感受到經濟壓力，問
題不容忽視。
他批評現時各類兒童照顧服務名額嚴重不足，以照

顧0歲至2歲孩子的獨立兒童中心為例，全港只有676
個服務名額。社聯建議政府增加長全日制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名額，改善「鄰里支援兒童照顧計劃」，加強
「社區保姆」的津貼和訓練等，並重新釐定有關政策
規劃，支援低收入家庭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
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11月份整體消費物價
指數按年上升5.1%，較10月份的5.2%略
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11月份基本通脹率按年升3.3%，亦較10月
份的3.4%稍低。政府發言人指出，物價升幅
稍低主要是由於鮮果價格升幅收窄及旅遊費
用跌幅擴大所致。發言人續指，國際商品價
格回軟將有助保持環球通脹和緩，而本地成
本壓力亦應維持溫和，通脹的上行風險在短
期內應該依然受控。
特區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消費物

價指數，11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5.1%。數據顯示，上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分別為7.2%、4.6%及
3.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
響，相應升幅分別為4.1%、3.1%及2.6%。
經季節性調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於9月
至11月平均每月升幅為1.6%，高於8月至10
月平均0.7%的升幅。

電力燃氣錄最高按年升幅
各項消費項目中，電力、燃氣及水價格錄

得最高的25.6%按年升幅，主因是部分住戶
已用完政府提供的一次性電費補貼；其次為
住屋（8.5%），主要是由於寬減差餉影響在
11月消失；煙酒（7.5%），主要是因為煙草
稅上調；外出用膳（4.7%）、食品（不包括
外出用膳）（3.8%）、雜項服務（1.9%）、
交通（1.8%）和雜項物品（1.4%）。耐用物
品及衣履價格則分別錄得4.4%和1.1%的按
年跌幅。
政府發言人表示，在輸入通脹輕微，以及

本地成本壓力緩和的情況下，11月份的基本消
費物價通脹大致保持平穩；整體通脹率仍比基

本通脹率高，是因為政府提供的差餉寬減於10月份結束，
以及部分住戶已用完政府所提供的一次性電費補貼。
發言人續指，國際商品價格回軟將有助保持環球通脹

和緩，而本地成本壓力亦應維持溫和，因此通脹的上行
風險在短期內應該依然受控。當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
走勢，並對其為低收入者所帶來的影響保持警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房委會昨日除了在
樂富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派發銷售文件，位於油塘的
示範單位亦於昨日開放予公眾參觀，同樣吸引不少市
民到場視察。市民對於新居屋單位間隔意見不一，有
市民滿意間隔安排，認為可讓買家按需要「間房」，
但亦有市民參觀後稱單位較想像中小，擺放傢俬上可
能要多花心思。而截至昨日下午5時，約有3,400名市
民參觀示範單位。

油塘「清水房」示範單位
房委會在油塘「大本型」商場大堂設置兩個俗稱

「清水房」的無改動示範單位，屬發售中最普遍的單
位類型。由昨日起每日上午9時至晚上10時開放予公
眾參觀，直至明年1月18日止。
家庭快將增添新成員的謝先生昨日與正懷孕的太太

一同參觀示範單位。他指原本屬意沙田和荃灣的大單

位，但參觀後認為空間不太實用，放了傢俬後，中間
餘下的空間不多，間隔和設計可再改善。不過，由於
現時月租私樓單位也達一萬多元，故仍會抽居屋。
馮太亦指所展示的居屋比想像中小，但可以自行設

計間隔，相對很多私人樓都有走廊，居屋單位較實
用，尚算不錯。
黃太則認為單位間隔和售價均可接受，又指現時一

家四口租住私人樓，300多呎單位也要月租一萬元。
她直言現時租樓開支高，買居屋可擁有自己物業，倒
不如「供樓當交租」。
房委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時，約有3,400名市民

曾參觀示範單位。他們會按需要決定是否需要實施人
流管制措施，包括暫停派發示範單位入場券。為避免
長時間的等候，房委會建議市民可瀏覽居屋銷售網
站，觀看尚翠苑和美柏苑的虛擬示範單位短片，以及
室內間隔模型。

空間較預期細 放傢俬花心思

未畢業先置業父母多願付首期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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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23歲BiciLine旅遊主任董卓霖(左)找到自己的目標，並視單車生
態導賞員為終身職業。 記者鮑旻珊 攝

■黃先生擔心單幢樓宇會令管
理費高昂。 梁祖彝 攝

■謝先生認為新居屋空間不太
實用，但仍會申請。羅繼盛 攝

■曾小姐擔心工作後收入超申
請上限而有意購買。梁祖彝 攝

■陳太指會先幫兒子付首期，
供樓由兒子負責。 梁祖彝 攝

■楊太直言只着重價格夠低，
不理會樓盤位置。 羅繼盛 攝

■李先生計劃向家人借錢供首
期，再問銀行借貸。梁祖彝 攝

■截至昨日下午5時，房委會共派出38,000份居屋申請表和49,000份售
樓說明書。 記者羅繼盛 攝

■房委會昨日起向公眾派發居屋銷售文件，吸引大批市民排隊
索取。 記者羅繼盛 攝

市民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