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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億基金扶農 研古洞南設園
林鄭喜獲公眾挺新猷盡快推 漁農界：助縮短投資回報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前就退休
保障方案提出諮詢，並提出可討論設立公共年
金。羅致光認為，這可以確保長者有穩定收入，
同時令社會累積的總消費不會有下行壓力。他又
表示，不同意政府方案會挑起世代矛盾。另外港
大榮休教授周永新則稱，對政府推行全民老年金
方案「心死」，批評政府抗拒經常性開支，指這
思維解決不到問題。
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公共年金可確保長者有穩定
收入。他舉例指，退休長者若有100萬元資產，
若全部投放在「純年金」計劃，即是等同沒有資
產，就可申領2,000多元長生津；再加上預料投
放「純年金」後每月有4,000元回報，即是每月
可有6,000多元。

羅致光認為，設立年金令中產長者不用擔心因
長壽因素而減少消費，有助改善生活質素。他又
認為，設立年金對整體經濟亦有幫助，當退休者
不再減少消費，社會累積的總消費就不會有下行
壓力。他又指，不同意政府方案會挑起世代矛
盾，認為社會矛盾早已存在。

周永新批政府抗拒經常性開支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出

席同一節目時表示，對政府推行全民老年金方案已
經「心死」，認為長者生活津貼已經在保障有經濟
需要長者方面踏前一步，批評退休保障諮詢再談保
障這類長者就是倒退，並挑起社會很大爭辯，指諮
詢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爭議。
周永新批評，政府問題癥結在於只接受一次過

撥款如關愛基金，但就抗拒經常性開支。他認
為，這種理財思維停留在30年前，觀念綑綁了
政策推動，會永遠解決不到問題。他又質疑，政
府指可以公共年金保障有5厘年息太樂觀，表示
即使有100萬元積蓄的中產長者，每月也只有約
4,000元保障，情況並不理想。

蔡海偉挺從長壽風險角度探討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在同一場合表示，市民在

諮詢中不只談論權利和供款問題，亦從長壽風險
角度探討是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他認為這是好
事。他又強調，若政府決定把「有經濟需要」方
案資產上限劃為8萬元，會令不少長者認為方案
用作救濟及扶貧，標籤效應已在長者心中，情況
令人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退休
保障方案現正進行諮詢，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諮詢開始約
兩星期，社會上反應正面，當局未
有具體方案，對各種建議持開放態
度，期望有理性、全面深入及客觀
的諮詢。
張建宗昨日出席「2015精神健康
月」嘉許禮後表示，全民退休保障
諮詢首兩個星期，市民反應正面，
希望未來有理性、全面深入及客觀
的諮詢。

「公共年金」具體情況待討論
政府建議以公共年金保障資產較

多的長者。張建宗指，「公共年
金」是諮詢文件的構思，重要理念

是如何令手持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
退休的中產長者能安心之餘，亦毋
須動用公共資源向他們支付老人
金，具體如何實施，例如是否要由
公共機構管理等，須由公眾討論，
仍待聽取意見。
他又說，例如年金、零售債券、較

長期債券，甚至安老按揭或通脹掛鈎
債券的建議，都在諮詢文件中有章節
交代，目的是全面檢視退休保障，各
條支柱都一定要檢視。他指政府當局
持開放態度，但目前未有較具體方
案，希望諮詢期間多聽意見。
張建宗指出，政府在財政上有其角

色，例如金融管理局、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角色，但一定是在諮詢期結束
後，聽取意見才分析未來方向。

張建宗：退保諮詢兩周 反應正面羅致光：年金保長者收入改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港府於2014年就新農業政策向

公眾展開諮詢。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直言，

對公眾廣泛支持新農業政策建議

感到高興，強調港府現正就落實

有關政策制定各項細節，期望盡

快推行新措施。據消息指，施政

報告很大機會將宣佈成立5億元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及設立農

業園，估計古洞南為農業園初步

考慮選址之一。有漁農界人士歡

迎政策，相信有助縮短農民投資

回報期，又建議簡化小額申請的

手續，方便農友。

林鄭月娥昨日到旺角花墟公園出席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十周

年誌慶典禮」。她致辭時表示，漁農
業雖只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足百分之
0.1，但港府為求業界增值，均持續推
動及探索如何推動漁農業發展。為
此，港府於2014年年初成立「漁業持
續發展基金」，以協助本地漁業發展
或轉型至可持續或高增值作業模式，
以進一步提高行業競爭力，及後為推
動本港農業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就
新農業政策展開公眾諮詢，期望透過

農業發展，為社會帶來更大裨益。

成立農業園推廣先進農科技
她補充，該諮詢文件所建議的支援措

施包括成立農業園以作為推廣先進農業
科技的生產基地；成立「農業持續發展
基金」，以提供財政支援，推動農業生
產應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等項目；推動
如休閒農業等，有利農業相關輔助活動
的發展。她對公眾廣泛支持有關建議感
到高興，強調當局現正就落實有關政策
制定各項細節，以便盡快公佈及推行新
措施，進一步推動漁農業增值。
出席同一活動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指，新農業政策諮詢工作已完成，
社會主流聲音意見均歡迎政府注重及發
展農業。他又指，雖然政策落實細節仍
存在不同意見，但政府於過去數月，已
詳細考慮相關提交的意見，相信意見經
整合且有結論後，政府便會公佈落實細
節。

高永文：落實時間表不會太久

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周三出爐，有傳
媒問及該農業政策會否於報告中公佈落
實詳情，高永文回應指，距離行政長官
公佈施政報告只餘很短時間，現階段不
便討論該報告內容，又強調行政長官宣
讀報告後，各相關部門均會就其施政範
圍，再向公眾詳細解釋。在傳媒多番追
問落實時間表下，高永文直言：「我相
信不會太久，大家耐心點。」
多間傳媒昨日引述消息指，施政報告很

大機會將宣佈成立5億元「農業持續發展
基金」，以及設立農業園，估計古洞南為
農業園初步考慮選址之一。

何俊賢倡簡化申請手續惠農友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歡迎港府設

立基金，相信有助縮短農民投資回報
期。他又建議政府汲取漁業基金經驗，
簡化小額申請手續以方便農友，又認為
當局可根據農戶申請數額多少予以協
助；但有見今屆政府任期只餘一年半，
所以認為落實「農業持續發展基金」及
農業園計劃難度相當高。 ■林鄭月娥與高永文昨出席漁農美食嘉年華，跟農友聊天甚歡。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藍廢
紙，黃鋁罐，啡膠樽」，朗朗上口的口號喚
起市民的回收意識，但未必人人知道回收物
也要乾淨。環境運動委員會成員昨日視察本
港廢物分類回收情況，發現路邊三色箱回收
成效差，廢紙箱內充斥其他垃圾，塑膠回收
箱內也有喝剩的飲料。委員會主席林超英呼
籲，市民要養成乾淨回收習慣。
環境運動委員會宣傳小組及主席林超英昨

日首先到沙田第一城，視察屋苑回收設施及
狀況。(右圖，莊禮傑 攝)林超英到其中一幢
大廈地下的回收點，檢查居民回收衣物及玻
璃樽，認為物品乾淨，指居民有先清洗後回
收的意識。林超英又到整個屋苑的回收站視
察，其中站內設有回收廢紙，以及把回收金
屬簡單分類的服務。

塑膠箱較好 七成廢料可回收
及後，小組與林超英到粉嶺和睦路視察路

邊三色回收箱回收情況，逐一翻查三個不同
類型的箱。其中，廢紙箱內大部分都是不能
回收的廢物如用過的紙巾，林超英檢查時不
禁皺眉，直言箱內不足一成廢紙能夠成功回
收；塑膠回收箱情況較好，林超英估計約七

成廢料可成功回
收，但當中不少膠
樽內仍有喝剩的飲
料。
眾人最後參觀食

環署合約承辦商的
回收中心，視察中
心把街上收集所得
廢物分類的過程。其中，廢物經工人挑選及
抽起可回收物料，但當中仍有未洗乾淨的
樽，屬於難處理而需要丟棄的垃圾。承辦商
碧瑤綠色集團主席吳永康表示，現時公司每
日回收約3噸廢物，當中約半噸（約三成）
最後需要送往堆填區棄置，他認為主因是市
民「乾淨回收」意識不足。

屋苑工作較好 佔回收率99.9%
林超英參觀後表示，屋苑回收工作做得較

好，佔香港整體回收率99.9%，是本港主要
回收來源。他指雖然路邊三色箱回收成效較
差，但工作不能停，認為在路邊設置三色箱
可提高市民回收意識。他呼籲，市民要養成
乾淨回收的習慣，指回收物料愈清潔，能回
收再造的機會及效益就愈大。

王國興：單肢殘津不能再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仲妮）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王國興昨日與數名
傷殘人士到禮賓府門外
請願，要求梁振英責成
勞福局改善傷殘津貼機
制，讓單肢傷殘者亦可
享用傷殘津貼。有單肢
傷殘者指，審批機制單
由主診醫生一人評定，
致傷殘程度較高的單肢
者有機會取不到津貼，
批評機制過時且不合情
理，期望特區政府盡快
公佈檢討機制細節及時間表，直言「不能一
拖再拖」。
王國興手持寓意單肢傷殘的「假腳」，與

近10名單肢傷殘者遊行至禮賓府門外請願，
高舉「我要尊嚴生活、還我單肢傷津」、
「要求兌現競選承諾、落實單肢傷殘津貼」
等標語。王國興表示， 梁振英在2012年競
選時與傷殘團體及市民會面，並承諾會把
「容許單肢傷殘人士申請傷殘津貼」納入政
綱，惜至今仍未兌現承諾，對此感到「失望
及心急」。
他續說，現行傷殘津貼須經衛生署署長或

醫管局行政總裁證明，其殘疾程度大致相對
於失去100%謀生能力，方能領取津貼。以
肢體傷殘為例，四肢當中要失去兩肢方可視

為100%傷殘，但部分單肢傷殘者亦是長期
病患者、精神病康復者、智障人士等，幾乎
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及就業機會，但未能獲取
津貼，對他們來說並不公平。

截肢者：一隻義肢20萬難負擔
右腿截肢者李誠良表示，在港製造一隻

義肢要20萬元，加上平日覆診、更換、維
修復康用具等開支，對他們來說是百上加
斤。他又指，其他地區只要證明該人屬
「殘疾身份」，便毋須任何經濟審查，均
可取得交通優惠，期望香港亦能改善機
制，讓單肢傷殘者亦可享用2元乘車、乘船
優惠，並盡快提供細節及時間表，不能
「一拖再拖」。

林林超英超英：：三三色回收須乾淨色回收須乾淨

■王國興昨日與傷殘人士到禮賓府門外請願。 尹仲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