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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任內履承諾 特首：互諒收窄分歧

林鄭：長者措施窩心非「零碎」
聽弱勢社群訴求 由「扶貧安老助弱」方針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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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醫療計劃預示培訓人才納常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新年度施政報告並未
具體提到處理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問題，亦尚未提及
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及統一假期的問題。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中強調，會
爭取在本屆任期內落實競選政綱中所有承諾，但成功與
否，須視乎香港社會各持份者是否願意理性談判，否則
難以收窄分歧、達成共識。
工聯會勞工界議員鄧家彪昨日在答問會上，對新年度

施政報告未有處理有關問題表示失望，特別是今屆特區
政府任期只餘下一年半，加上2016年經濟未必樂觀，
「僱主一定會說，搞任何事情都會雪上加霜」，「那又
怎可能可以完成你所說的承諾？」
梁振英回應時強調：「（我）政綱裡面所有承諾，包
括與勞工有關的問題，我們會爭取在本屆政府剩餘任期

內落實。」

問題「老大難」拒傾難有共識
但他坦言，這些都是「老、大、難」的問題，勞工
界和工商界，基層和中上層在理念上、財政來源等方
面，各有不同意見，成功與否，「很視乎社會上持不
同意見的人，是否願意多了解對方立場，從而收窄分
歧。」
他續說：「我們做到、做不到，很視乎在社會上持不
同意見的人，他們是否願意大家坐下來傾，多了解對方
立場，多了解一下有沒有一些鬆動的地方，從而收窄分
歧。如果大家一坐下來就說：『這個就是我的立場，我
堅持這樣，否則我就不開會、不談了。』我相信任何政
府都很難在這種情況下能夠達成一個社會夠接受的一個

新做法。」
對於退休保障問題，梁振英指出，競選期間聽了多方
的不同意見，大家都認為如果要做全民退保，特區政府
就需要大量財政資源，包括用以保障一部分沒有經濟需
要的人，所以自己在政綱中提出的是「退休保障」而非
「全民退休保障」，「我認為如果要做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需要大量財政（資源），而有一部分沒有經濟需要
的人，他都在這些公共財政（資源）拿他所謂的退休保
障，我們保障什麼呢？為什麼我們需要全民退休保障
呢？」

為整體利益 凝多贏方案
他強調，要解決這些問題，大家必須為整個社會長遠
及整體利益着想，不可一方獨贏，而是要「兩方或者三
方雙贏、多贏的」，「如果我們只站在自己位置、堅持
自己立場的話，整個社會在這些問題上就唯有原地踏
步。我看不到在大家不肯坐下來一起傾、收窄分歧的情
況下，我們怎可以有任何進步？」

■鄧家彪昨日在答問會上，提問有關退休保障、標準
工時等問題。 彭子文 攝

特首在新年度施政報告上，提出各
項涵蓋不同範疇的施政措施，包括涉
及市民最切身的住屋問題；宏觀性
「一帶一路」措施；當然少不了顧及

基層、幼童及長者的福利政策，十分全面。常言
道：「民生無小事」，施政報告特別提及多項地區
性長者友善措施，但竟然被批評為「小恩小惠」及
「區議會化」，若非有政棍借此議題無風起浪，便
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

多管齊下應對人口老化挑戰
香港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是不爭的事實，特區政

府多年前已開始實踐「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施
政理念，當中不乏提供現金援助及協助長者就業的
政策，這在過去幾年的施政報告已着墨不少。最新
一份施政報告表明，要多管齊下應對人口老化挑
戰，但同時提出多項於小社區內推行的長者友善措
施，例如增建升降機、加設長者優先座等，體貼窩
心。

社會正是由小社區組成
或許有人認為「細微細眼」政策不需要透過施

政報告公諸於世，但大眾可能忽略到，社會正是
由多個不同的小社區所組成，否則香港也不需要
有 400 多名區議員的存在。施政報告除了提及宏
觀政策及理念，讓大眾知道社會前路外，同時提
及地區小工程，反映現屆政府「民生無小事」的
施政理念。

■記者 費小燁

「民生無小事」
政棍無風起浪

■林鄭月娥、張炳良、張建宗、高永文合照。 曾慶威 攝

■長者措施按照今屆特區政府「扶貧、安
老、助弱」方針出發，建「人人暢道行」。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昨日舉行的施政報告記者會上，主動反
駁所謂面對「懶理民生」、「小恩小惠」等質疑

聲音。她指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政策與社區
建設都要做好，政府提出「建設長者友善社區」，正
希望讓長者身處更舒適的社區環境，也是官員接觸不
同弱勢社群後所接收的意見，內容「非常細緻、非常
窩心」。
她舉「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例，「當時長者和殘
疾人士非常開心，因為可以令他們出入更方便」，所

以今次推展第二批項目，落實3個升降機與行人通道
的系統工程，以及在巴士站增設座椅，「都是因為我
們關心有時候長者等巴士太久，他們真的很累。」
對有反對派議員聲稱，新年度施政報告內容「區議
會化」，林鄭月娥坦言，不明白何謂「區議會化」。
她強調，處理有利長者活動或生活的工作，必須做得
細緻，同時要與地區團體合作，因此這些指控「有點
無厘頭」。

料2016/2017年度福利開支增長可觀

她強調，2015/2016年度有關福利的經常開支達597
億元，較2012/2013增長40%，整項開支僅次於教育
範疇。她又指，隨着政府將於下年度全面推出「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及總值8億元的「長者院舍照顧服
務券」，預計2016/2017年度福利經常性開支將有非
常可觀的增長。

張建宗：殘疾人支援開支增5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補充指，過去4年，政府

安老服務資源投放增加 55%，2014/2015 至 2017/
2018年間，合共推出1,700個新增的資助安老宿位，
再加上「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於2017/
2018年提供逾200個宿位，任期完結前，將有近2,000
個宿位推出；對殘疾人士支援的經常性開支增幅亦達
50%。未來，當局將繼續朝着「扶貧、安老、助弱」
目標，繼續加大力度，做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新年度施政報告民生部分提出長者友善具體措施，但被

部分人質疑是「小恩小惠」與「零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反駁該些批評不恰當，

並強調相關措施按照今屆特區政府「扶貧、安老、助弱」方針出發，同時處理本港正邁向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她形容，這些措施「細緻、窩心」，是一眾官員接觸到的弱勢社群訴

求，而所謂「區議會化」的批評「無厘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新年度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外勞」，有人質疑指
政府企圖以此換取商界支持取消強積金對
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斷言「不可能

存在交換」，並重申多項相關議題現正交
由社會討論，政府不能在施政報告中着墨
太多。
在昨日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有記者質疑施

政報告未有提及取消強積金對沖，卻提出
「輸入外勞」，是否希望令商界和勞工界
「各有好處」，以解決問題。林鄭月娥回應
時強調「沒有這個想法」，「勞工界及商界
也不會同意以這個態度處理。」

爭取本屆任期定政策方向
她表示，扶貧委員會一致認同對沖機制

會削弱強積金功能，有關問題已聯同退休
保障方案一併諮詢公眾，政府會爭取於本
屆任期內定出相關政策方向，儘管本屆任
期未能落實執行，仍會繼續與商界及勞工
界商討。

墨不多 非不關心
面對外界質疑施政報告對多項公眾關心的

勞工議題着墨不多，林鄭月娥坦言議題「棘
手」，但政府不會迴避，而是希望認真與社
會討論，包括現正進行為期6個月的退休保
障公眾諮詢，標準工時委員會亦正討論工時
政策，所以政府未能於施政報告中着墨太
多，「但不是漠不關心。」

張建宗：提出討論「有承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則表示，目前幾個議題均

屬「老、大、難」，但特區政府仍有勇氣主動提出討
論，正是「有承擔」和「有勇氣」的表現。政府必須
平衡商界承受能力及勞工權益，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
歸，循序漸進改善問題。
目前，標準工時委員會正準備展開第二階段諮詢，

政府「不應亦不可能表達意見」，退休保障則已開展
諮詢，希望各界互諒互讓，理性討論問題，政府亦會
多做工夫，促成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告提出
投放2,000億元落實未來10年醫院發展計劃，
食物及衛生局昨日提交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
會的最新文件顯示，除了聯合醫院、廣華醫
院的重建項目正進行外，如獲立法會財委會
通過撥款，葵涌醫院重建計劃預計可於今年
展開，瑪麗醫院則預計於明年開始重建計劃
第一期主要工程，其他項目則尚在規劃中。

廣華測量大致完成待撥款
根據食衛局文件指，醫管局至今已大致完

成廣華醫院重建計劃中的工地測量、勘測工
程及調遷工程。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醫管
局計劃在今年展開拆卸和下層結構工程。
葵涌醫院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重建計劃

第一期工程預計於今年展開。屯門醫院於今
年內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取得撥款後會立刻
展開第一階段工程。同時，瑪麗醫院若獲財

委會批准撥款，預計於明年展開重建計劃第
一期主要工程。

聖母重建社區醫院供250病床
文件亦指，聖母醫院重建後，主要提供日間
護理服務非急症社區醫院，以應付社區長遠醫
療需求。醫管局計劃拆卸聖母醫院北翼和東
翼，以興建一座新大樓，並會翻新門診大樓，
預期重建後能提供約250張住院及日間病床。
醫管局並計劃在靈實醫院興建一座新的醫院

大樓，內設符合當前標準的新設施，以重置靈
實醫院現有的療養病房，同時增設160張延續護
理病床。當局現已接近完成顧問服務工作，包
括制定詳細設計、擬備招標文件等。除了10年
計劃外，醫管局亦計劃當柴灣洗衣房搬到天水
圍後擴建東區醫院，並有意進一步擴建將軍澳
醫院，以及預留北大嶼山醫院毗鄰用地，作日
後擴建之用。

■葵涌醫院重建計劃預計可於今年展開。
資料圖片

■瑪麗醫院預計於明年開始重建計劃第一期
主要工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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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院重建料今年展開 瑪麗待明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將
在未來10年預留2,000億元，以落實本港整體醫院發展計劃，另
外預留4.7億元，繼續推行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形容，兩項措施均為「特
殊舉措」，以往從未見過，認為可及早給予社會訊息，有關措施
將長期存在，可讓院校預早培訓人才，避免日後因人手不足令服
務受窒礙。
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列舉政府的多項改善民生措施，包
括獎券基金於去年11月斥資4.2億元進行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
劃，向有特殊需要兒童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全港450
間幼稚園提供逾2,900個服務名額。她指出，政府試驗計劃只推行
兩個月，已預留多每年4.7億元經常開支，「服務常規化時，可提
供高達7,000個服務名額，為幼童即時提供服務，更可令輪候時間
降至零。」
她坦言，這是非常特殊的舉措，因為政府一般做法均是待試驗

計劃完成後，才會爭取經常性資源把服務納入常規，但現時項目
剛開始試驗，即預留撥款作日後經常開支，意即服務將持續提
供。此外，政府現時已公佈一次過預留多達2,000億元，在未來10
年興建多間醫院，也是前所未見。
林鄭月娥解釋，這是內部資源分配的考慮，因為此舉可及早給
予社會訊息，有關措施將長期存在，亦可讓有關機構預早展開人
力配套，「各院校需要培訓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等，醫護人
員同樣培訓需時。若日後硬件齊備，到時卻說人手不足，所提供
的服務便會受窒礙。」
特區政府同時預留2,000億元落實醫院發展計劃。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指出，10年內所有醫院重建、擴建及新建項目，已獲
政府內部資源分配認可，對醫管局來說是較好的做法，可令其知
道未來10年發展藍圖已獲資源分配認可，「但當然仍需經立法會
撥款程序，而所有醫院落成，亦可能超過10年。」

高永文：待團體交營運中醫院意向書
高永文又表示，政府已預留將軍澳一幅土地，用作發展香港首
間中醫醫院，如果全部土地盡用，估計可提供300張至400張病
床，但實際規模、運作模式、服務對象等，仍有待有意營運團體
提交意向書，讓政府得知其想法和困難，再在招標過程中予以配
合。政府將盡快邀請有興趣團體提交意向書，再在下一階段公開
招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