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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期居
屋早前攪珠定出揀樓先後次序，由於今
次有多達13.5萬份申請競爭2,160個單
位，就算抽到第一個號碼的申請者亦未
必有揀樓機會。房屋署昨晚終於公布各
類別申請人數量，初步估計不論是綠表
或白表，如果不是「家有長者優先選樓
計劃」家庭申請者，幾乎可以肯定不會
獲得揀樓機會。
今期居屋綠表獲分配1,296個單位，但

根據房署資料，綠表獲優先揀樓權的
「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家庭申請者
已有3,600人，所以除非有過半數該類別
申請者放棄，否則餘下的其他家庭申請
者（5,100人）及一人住戶申請者（2,700
人）都無機會揀樓。
白表方面，今期獲配864個單位，同樣
是「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核心家
庭申請者可優先揀樓，該類別申請者多
達3,100人，因此其他核心家庭申請者
（30,000 人）、非核心家庭申請者（
14,300人）、一人住戶申請者（76,300
人）獲揀樓的機會都是近乎零。房屋署昨
日表示，稍後會分批發信邀請合資格申請
人於5月初前往樂富的居屋銷售小組選購
單位。

反對派堵路阻嘉咸街重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市建局重建項目
影響的嘉咸街市集十多檔商乾貨商戶，租約期至上
月底屆滿，但目前尚有一間茶餐廳拒絕遷走。有反
對派區議員昨晨到地盤抗議，更發起堵塞嘉咸街市
集行動，阻礙車輛出入。

民主黨區議員帶頭搞事
民主黨中西區議員許智峯昨日連同數名商戶發起

「保衛嘉咸市集，市建局地盤堵塞行動」，抗議市
建局對嘉咸街商戶不公。他們在重建地盤正門的車
輛出入口處舉起大型橫額，阻礙地盤車輛出入，以
示不滿。
堅拒搬走的茶餐廳老闆娘劉女士稱，因該區租金

太貴，一直找不到租舖，故無法搬走，「如果唔做
就十幾人失業，希望市建局可寬限半年至一年。」
她又認為當局只讓濕貨店搬至街市並不公平。
另一在中環區經營小型百貨店逾50年的李女士

則已交鎖匙，並已找到新排檔繼續經營，但強調只
是無奈搬走，因怕市建局會扣起她的賠償及採取法律
行動，始終希望日後能重返新街市。她批評，市建局
聲稱日後將該處打造成老店街只允濕貨舖位可在未來
街市經營，對乾貨舖位不公平，更令受影響檔販感到
徬徨無助。

張建宗︰要7月發津貼「三糧」須無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財政預算案宣布綜援、
長津、傷殘津貼等受助者可獲額外兩個月津貼，但仍有
待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後才可發放。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昨在財委會上表示，按正常程序預計7月可發放津

貼，但確實時間要視乎有沒有議員拉布。他又表示，不
排除未來會推出長者及殘疾人士免費乘車優惠，但首要
將「2元乘車計劃」推展至所有專線小巴路線。
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昨日討論新一年度政府開支預算。

有議員關注預算案提出公屋免租，綜援及生果金等出
「三糧」，何時能發放津貼。張建宗表示，預算案由大
會通過後會提交財委會審議，財委會通過後1個月就能
發放額外津貼；去年由於有議員拉布，要到8月底才能

發放，因此今年的落實時間，要視乎有否議員拉布。

未來或推長者免費乘車
長者及殘疾人士的「2元乘車計劃」剛於上月底擴展

至專線小巴，涵蓋全港逾80%路線。張建宗表示，不排
除未來會推出長者及殘疾人士免費乘車優惠，但現時仍
有逾90條專線小巴線未落實乘車優惠，特區政府希望
完成相關工作1年後檢討。

去年雨多泥傾反減
22%危坡修葺令需政府代勞 土木署籲私人業主早動工

香港去年總雨量達2,638.3毫米，較1981年至2010年
平均每年2,400毫米多出約10%。雖然雨量較多，

但因大雨而導致的山泥傾瀉未有同步增加，當局去年只
接獲237宗山泥傾瀉事故報告，較過去25年平均每年300
宗少，自2009年以來繼續沒有造成任何人命傷亡。
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處副處長歐陽仁生昨日表示，去
年發生的山泥傾瀉逾半位於道路，另分別有23%及22%
位於建築物及寮屋旁。因應現時全港有6萬幅人造斜
坡，當中約2萬幅為私人斜坡，當局自1977年推出防治
計劃，至今已鞏固5,250幅高風險政府斜坡，另為5,600
幅高風險私人斜坡進行安全篩選，如發現有潛在危險，

就會發出修葺通知書。

逾1.7萬幅斜坡待處理
歐陽仁生續稱，現時尚餘逾1.7萬幅中度風險斜坡輪
候處理，當局已每年投放合共19億元，檢查與維修人
造斜坡，相信此舉令本港山泥傾瀉風險較1977年大幅
下跌逾70%，並回落至「合理及可行」的最低水平。
不過，歐陽仁生指在「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下，

去年按目標抽檢100幅私人斜坡，發現有13幅出現潛在
危險，已即時向業主發出修葺令。他補充，由於修葺斜

坡需時，截至去年年底，仍有740張修葺令正在處理
中，但亦有約22%因在限期前未有處理，政府要代為修
葺以策安全。他強調，雖然政府代為修葺，但所需費用
連同附加費，會由屋宇署向業主追收。
此外，當局斥資約1.2億元，在中西區干德道及寶珊
道對上天然山坡，加建防治山泥傾瀉工程，料於今年中
啟用。高級土力工程師楊暉指出，工程包括總長約910
米的鋼製柔性防護網，可承受三千至五千焦耳動能的山
泥傾瀉，相當於一部中型貨車以時速100公里行駛的衝
擊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

東）香港雨量去年攀升，但山

泥傾瀉事故不升反跌，連續6

年未有出現人命傷亡，全賴穩

妥的土坡防護工程。土木工程

署昨日指出，去年在全港約2

萬幅私人斜坡中抽檢100幅，

發現當中13幅存有潛在危險，

處理中的危險斜坡修葺令累計

740張，但在限期前未曾動工

而需政府代為修葺的約佔

22%。該署稱，特區政府代為

修葺的費用連同附加費，將由

屋宇署向業主追收，呼籲私人

業主盡早修葺。

◀當局斥資約1.2億元，在
中西區干德道及寶珊道對上
天然山坡加建防治山泥傾瀉
工程，料今年中將可啟用。

梁祖彝 攝

▲歐陽仁生表示，去年發生
的山泥傾瀉逾半發生在道
路。 梁祖彝 攝

■張建宗昨日
出席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審核
2015-16 財政
年度開支預算
特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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