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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一連9天的「保民

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簽名大行動前日正式

結束，超過121萬香港市民通過參與簽名，表達

他們希望依法如期普選特首的心聲。特別是有很

多年輕人通過簽名行動表達了對香港局勢和前程

的關心，他們希望順利落實普選，香港能夠穩定

發展，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前景。

香港社會各界，不論政商名流、普通市民還是

行業團體，都踴躍支持本次簽名行動。參與簽名

的市民要求各立法會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應

該聆聽是次簽名大行動所展現的主流民意，回心

轉意支持政改，而不應繼續以各種手段搞亂香

港，否則必定在未來的區議會以至立法會選舉中

「票債票償」，被市民用選票踢出議會。

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指出，121萬個簽名的數字

可以用來預測未來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

獲得的票數。他預計建制派可以獲得約110萬至

120萬選票，足以改變現時反對派和建制派選票

「6：4」定律，而越多選民投票，對建制派亦會

更有利。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全港約181

萬張有效票，反對派得到約100萬票，建制派則

有77萬票，全港計反對派得票佔55%，建制派

則有43%，已經動搖「6：4」定律。若121萬個

簽名數字用來預測下屆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建制

派獲得的票數，「6：4」定律將進一步被打破。

未來選情可能出現的變化，與反對派的倒行逆

施有很大關係。反對派在去年搞非法「佔中」與

民為敵、與法治為敵、與繁榮穩定為敵，面對他

們的惡劣表現，廣大選民已知道如何投出自己手

中神聖的一票。再加上今年以來反對派暴力驅

客、拉布害港及阻攔政改，市民忍無可忍，選民

對反對派「票債票償」的呼聲日益高漲，「保民

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形成排山倒海之

勢，相信對未來選情有決定性的影響。

這次簽名行動，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參與。年輕

人是香港的未來，他們不希望看到社會上那麼多

負能量，希望簽名表達心聲，要求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聆聽社會主流聲音，尊重民意，眼香港前

途、市民福祉，以理性、務實態度支持政改方案

通過，讓市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

長官。更多年輕人關心香港局勢和前程，支持依

法落實普選，這是香港的福音。

大簽名彰顯民意 年輕人也挺政改
因反對派審議預算案拉布，政府被迫暫停醫

管局6月份的資助款項，醫管局營運可能出現

困難。公共醫療服務關乎人命，豈能兒戲，反

對派議員必須停止拉布，不要再危害市民利

益。拉布年復一年，市民不能因此而麻木，不

能再讓拉布議員擾亂經濟民生，勞民傷財，必

須用選票將「有破壞，無建設」的人趕出議

會，還社會一個公道。

反對派議員近年在預算案審議上大打「拉布

戰」，屢屢導致「財政懸崖」危機，政府許多公

共服務機構都深受其害，醫管局更是年年遭殃。

這幾年間，為應付拉布，醫管局除了要被迫動用

儲備應付自身的日常開支，更不得不承受巨大經

濟損失。2013年遭遇拉布，為提早贖回部分定

期存款以應付醫院日常運作，結果少收約1,000

萬港元的利息收入；2014年再為應付拉布，也

損失過百萬的利息收益。這些巨額公帑，本可以

被用在改善提升公共醫療服務水平上，無奈卻要

為拉布埋單，受損的最終還是廣大納稅人。今年

因為拉布，醫管局再次可能「斷糧」。醫管局每

月維持正常營運約需40多億，現時的儲備及流

動基金只夠維持一個月。醫管局不論是提早取回

儲備存款或向銀行借貸應急，都要付出利息，怎

麼也免不了浪費公帑。

醫管局負責管理全港公立醫院及專科、普通

科門診，履行救死扶傷之職，服務求醫問藥的

老百姓。拉布製造禍端，影響全港公共醫療服

務，阻礙病人求生求癒，等同害人性命。醫管

局本應該集中精力提高公共醫療服務質素，為

挽救生命、救急扶危而努力，現在卻為了應付

拉布而要花費精力籌錢應付日常開支。不論是

為兒童醫院增派醫療人手，縮短病童及家長的

輪候時間，還是翻新老舊的醫院院舍，引進更

先進有效的醫療設施，都需要穩定的財政支

持。這些讓市民受惠的措施，現因拉布而無法

順利實現。對拉布放任縱容，就是對市民的無

情，讓納稅人的荷包「放血」。市民們不能再

忍受拉布脅迫，不能再為拉布埋單了。選民們

一定要用手中選票將「有破壞，無建設」的拉

布議員趕出議會，這是維護自身和香港整體利

益最有效、最徹底的一招。

（相關新聞刊A3版）

拉布累醫局停擺 市民不答應
A5 重要新聞

公僕合作社樓宇擬需求主導重建
房協收購價可略超市價 料提供4000伙資助房屋

本港目前有238個合作社樓宇，樓齡普遍
超過50年，且欠缺升降機設計，年老業

主出入有困難，雖然想出售重建，惟須根據
地契向政府繳付三分之二的土地補價，阻礙
私人發展商提出重建。有業主早前提出希望
市建局協助收樓，惟市建局優先協助嚴重失
修的樓宇，而公務員合作社樓宇普遍有較良
好保養。

房協：以不虧蝕為原則
發展局發言人昨日估計，現時178個公務員
合作社地盤中，只有85個具重建潛質，重建
後最多可獲23萬多平方米的額外樓面，相當
於4,000多個單位，由於數量不多，當局認為
沒有足夠理據，由政府減免業主補地價，協
助他們重建。
發言人又透露，這些地盤主要分布於深水
埗、九龍城及港島東區。被問到業主要先行集
齊百分百的業權是「不可能任務」，發言人回
應過往有多個例子證明可成功集齊業權。
房協發言人表示，接受政府邀請進行「公

務員合作社樓宇先導計劃」，明年會有計劃

的細節，預計地盤會用作興建資助房屋用
途，3年至3年半之後可預售單位，並以市價
七折發售。房協又指，他們揀選樓盤時，會
以不虧蝕為原則，即重建比率達兩倍或以
上，重建地盤面積亦需至少達一萬平方呎。

准合作社業主購房協單位
計劃亦容許受重建影響的合作社業主，購

買房協住宅發售計劃下第二市場的單位，資
格等同綠表買家，可豁免資產審查，惟將來
轉售則需補地價。
發展局亦建議，市建局設立專項輪候安

排，讓公務員合作社樓宇業主集齊五成以上
業權，向市建局提交「促進者」服務申請，
通過市建局助業主齊集八成或以上業權，聯
合出售予私人發展商，以加快作重建。
另外，發展局亦會要求地政總署，容許有

意向合作社樓宇業主進行收購重建的發展
商，在合作社樓宇業主的授權下，向地政總
署提出修訂地契申請，以便確定土地補價金
額、及修訂地契條款所須補價的金額，方便
他們評估有關的重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爭論多時，終現曙

光。特區政府與房屋協會研究明年初推出「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劃」，以

需求主導形式推行，目標是已解散的合作社業主若獲所有業主同意，可向房

協提出收樓申請。房協在不虧蝕前提下，向業主提出略高於市價的收購價，

如高於市價一成，並代業主向政府支付三分二的補地價金額，再重建成資助

房屋出售，料可提供4,000個單位。

麥美娟憂條件「辣」
蔣麗芸盼放寬要求

大灑逾二億銀彈培訓建造工人

退休公僕：集100%業權有難度
退休公務員黃伯仁居於順寧道
公務員樓宇約30年。對於政府
推出「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
劃」，黃伯仁表示歡迎，但他稱
這個計劃有3點「不理想」，要
齊集100%業權有一定難度；以
市價收樓，賠償難以在原區換
樓；房協的「住宅發售計劃」第
二市場的單位數量很少，新界區
近乎沒有有關計劃的單位。他又
認為要重建公務員樓宇，市建局
才是最理想的機構。
黃伯仁居住的公務員樓單位大約1,000呎，
上世紀50年代落成，當年建築費連地價只需
要三、四萬元，現在區內私樓呎價大約
9,500 元，如果重建補三分二地價，要付600
多萬元。他表示，早前曾收集到100%業權，
並要求市建局重建，但最終沒法成事，令業
主們相當失望。他說，至今要收集100%業權
就有一定難度，因為部分業主因移民而丟空
單位；有些住戶年老有病，根本簽不到買賣

合約；有些住戶甚至已去世，沒
有家人繼承單位。黃伯仁認為現
時最多只可以收集到80%或85%
業權。

恐賠償難在原區換樓
黃伯仁又指，房協以市價或高

於市價的10%左右收樓，擔心有
關賠償難以在原區換樓。「我們
不是要買一個新單位，只是希望
買一個20年樓齡、細一點的單
位，但我們的樓宇樓齡有50年，

市價自然一定很低，應該買不到原區的單位
了。」至於當局建議在可行情況下，考慮容
許有關業主購買房協的「住宅發售計劃」第
二市場的單位，黃伯仁稱有關建議用途不
大，因為「住宅發售計劃」的單位數量很
少，新界區更近乎沒有，他建議
當局可放寬至房委會的居屋，認
為可增加先導計劃的吸引力。

■記者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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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房協
計劃推出先導計劃，協助公務員合作
社樓宇重建，但提出申請需要齊集
100%業權。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
員麥美娟認為，先導計劃是正面回應
公務員合作社居民業主的訴求。不
過，她對於政府提出了相對「辣」的
條件，包括房協會在「不虧蝕」的原
則下，由業主齊集100%業權再向房協
申請重建，表示有所保留。
麥美娟擔心先導計劃中，當局訂定

的條件難以滿足「不虧蝕」的原則，
包括由房協承擔補地價金額及興建資
助房屋以助市民「上車」，可能令方
案最終變成「不可能的任務」，更令

公務員合作社業主期盼已久的重建希
望再次落空。麥美娟指，將於下周二
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中，要求當局
提交更詳細的執行細節，以期令合作
社居民改善生活環境之餘，亦可增加
本港房屋供應。
一直協助公務員合作社樓宇住戶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亦認為，要
齊集100%業權有困難，希望可放寬要
求。她說，部分業主可能已年老，不想
搬遷，如果大多數業主想重建樓宇，房
協應該考慮，否則永遠無法發展。她又
說，很多合作社樓宇都是低密度的，如
果重建發展成高層樓宇，有助令更多市
民上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本港基建市場暢旺，
渴求熟練技術工人。政府計劃下半年展開先導計劃，培
訓半熟練技術工人（中工）成為熟練技術工人（大
工），分別提供在職工地培訓，及技能提升培訓，合共
提供約1,000個名額。參與在職工地培訓的學員，兩年
受訓期間，每月可賺取1.5萬元至2.65萬元；即使開工
不足，亦可獲支付至少1.2萬元至1.5萬元的基本月薪。
政府將於下周二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建議。

兩年受訓月賺可達2.65萬元
發展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未來數年，建造業每年需要

額外約1萬至1.5萬名中工，以應付眾多基建項目及建
築工人退休潮。培訓先導計劃由建造業議會、承建商及
工會三方合作，總預算開支為約2.17億元，其中1億元
由政府撥款。
在職工地培訓佔800個至900個名額，涵蓋18種工

種，培訓期為一兩年，期間採取「師徒制」，每一位
資深大工負責跟進4名至6名中工學員。承建商及分包
商需以「先聘用、後培訓」的形式，培訓剛畢業未滿
一年的中工。僱主須承諾首年向學員支付1.5萬至2.45
萬元月薪；第二年則需要支付1.65萬至2.65萬元月
薪。學員完成培訓，成功通過考試成為大工，更可獲

獎8,000元。
至於「技能提升培訓」提供100個至200個名額，對

象為擁有一年至三年工作經驗的中工，工種涵蓋砌磚、
批盪、鋪瓦，及油漆等。參加學員學費全免，將於平日
夜間或周末參加大約90個小時的培訓，為期約半年至
一年，其後通過技能測試，成功可獲得8,000元。

提供晉升階梯 吸年輕人入行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建造業議會每年培訓相當數目的

中工，惟畢業後只有九成投身行業，一年後亦只有七成
人仍留在行業；由於目前建築業工人登記冊的平均年齡
為48歲，有必要為工友提供更清晰的晉升階梯，以吸
引年輕人入行。他又指業界歡迎該計劃，若先導計劃反
應良好，會再考慮「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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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已發展國家和地區都曾
興建住屋合作社，以安置大量
新增人口，香港也不例外。上
世紀 50 年代的香港較為動
盪，為穩定公務員士氣，港府
於1952年推出公務員建屋合
作社計劃，由合資格的公務員
自組合作社，再向政府申請批
地建屋自住，政府只收取三分
之一地價，並提供低息貸款作
為建造費。不少合作社樓宇位
處市區超靚地段，包括港島半
山、九龍塘等。
本港自 1980 年代中期以

來，再沒有合作社樓宇落成，
而現時有238個合作社，承擔
合作社樓宇的管理及維修等責
任。發展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3年5月及7月的會議上討
論有關重建合作社樓宇的事
宜。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指
出，大部分合作社樓宇缺乏升
降機等現代樓宇設施，因而令
行動不便的年長佔用人出入困
難。由於這些樓宇的狀況和環
境轉差，很多佔用人歡迎該等
樓宇進行重建。
然而，由於有關樓宇業權由

合作社統一持有，住客的身份
只是近似會員、租客，所以若
要進行重建必須經過多個程序
和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根據
《修訂官地租契辦法指引》，
合作社首先要得到75%的社員
同意，才可申請解散，之後個
別合作社社員再進行分契手
續，以取得其物業及土地的業
權，整個分契手續需時約一年
半。據政府當局所述，截至
2015年1月31日，在238個合
作社當中，184個已經解散，
54個尚未解散。

補地價後可撤轉讓限制
已解散的前合作社社員在取得其單位的

業權後，有關單位會以法定押記形式，按
揭給財政司司長法團，單位的業權契據會
由政府保管，並受到轉讓限制。如要撤銷
轉讓限制，前合作社社員需向地政總署申
請，並繳付土地補價。政府在補價後會批
准撤銷該等單位的轉讓限制，把單位的業
權契據交還業主，讓他們可
自由轉售其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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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 ■蔣麗芸

■黃伯仁表示歡迎計劃，
但希望當局確保可以原區
換樓。 受訪者提供

■「重建公務員樓宇先導計
劃」明年初推出，圖為位於
長沙灣的合作社樓宇。

資料圖片

■政府計劃下半年展開培訓建造業工人先導計劃，以應
對基建市場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