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磡春田街封街起樓
改善社區環境 住宅數量倍增 住戶再獲特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市區重建局

昨日宣佈修訂紅磡原春田街／崇志街發展項

目，將春田街馬路納入地盤範圍後再重新啟

動，以改善該區交通和社區環境，由於涉及改

劃程序，發展期料延長1年至2年，因此特別

為受影響業主推出一次性特別措施，業主可選

擇在指定時期內，以市值出售物業給市建局，

如果項目最終獲批准，住戶可再獲特別津貼。

項目料提供310個住宅單位，較原計劃150個

激增1倍，預計2025年至2026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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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志剛）九龍城區存在大量舊樓，具有相當重
建潛力。市建局昨日特別提到，春田街/崇志街發展項目納入春田街
後，會結合旁邊的馬頭圍項目，以「小區概念」（即大地盤）設計，
提供更舒適、安全的行人空間。市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馬昭智說，原
重建方案地盤窄長，難以改善當區環境，基於附近有馬頭圍重建項
目，董事局認為應整區審視，希望即使只是小地盤發展，也可改善社
區人流和交通。
事實上，市建局在3月宣佈的土瓜灣庇利街/榮光街項目，已經首次

以「小區規劃」重建舊樓，保留街舖，希望與附近市建局其他項目產
生協同效應。馬昭智當時形容，「小區規劃」比一般重建項目構思
「進化」，重建後加入綠化地帶可令社區變得更有活力、更人性化，
因此將是未來發展方向，往後重建項目也將盡量避免興建單幢樓，保
留當區特色，以維持當區城市規劃的肌理。
有意見認為，由於難以達致集齊八成業權的門檻，市建局近年的重
建項目，尤其是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大多是地盤面積較小的單幢式重
建，未能起到市區重建之效。市建局在數月內兩次強調「小區概
念」，相信有望整合相鄰重建範圍，避免淪為純粹的建築重建。

春田街／崇志街重建
同時影響扎根當區多年
的小商戶。有食肆表
示，理解香港需要發
展，不反對進行重建，

但希望在同區繼續經營，服務老街坊，又擔
心無法找到租金相宜的舖位。有不在重建範
圍內的商舖則表示反對，指重建牽涉封閉春
田街，影響泊車和上落貨。

經營食肆的郭先生，目前以月租2.1萬元租
下春田街與鶴園街交界一個舖位。他表示，在
當區開業30年，累積大批街坊熟客，不希望結
業，「好多客細細個識，睇住佢大個仔、大個
女，仔都生埋！」昨早得知市建局修訂發展計
劃，工程將延遲1年半至2年，讓他有機會繼
續服務街坊，覺得像「意外收穫」。

郭先生表示，現任業主「非常好人」，自
1997年起已沒有再加租，形容「難過中六合
彩」，他知道對方有意出售業權重建，考慮

到該幢樓宇已經老化，縱然感到不捨仍會贊
成重建，「初初當然唔捨得，但呢度啲樓都
咁舊，社會係不斷進步，需要有建設。」

郭先生又說，如果在同區覓得月租3萬元以
下的舖位，會希望繼續經營，「做咗咁多
年，始終係自己老本行，熟客又多，唔使憂
生意！」問及賠償問題，郭先生表示，「起
碼要夠用，夠我哋過埋剩低18幾年！」

修車店憂泊位難
位於春田街街尾25號的汽車美容店，並未

納入重建範圍，店員黃先生表示，市建局方
案須封閉春田街作重建，擔心阻礙車輛進出
影響生意，而在店舖外迴旋處落成後，估計
不設長時間泊車位，可能不方便駕駛者光
顧。他指出，汽車美容店在去年10月開業，
店主看中該處舖位租金便宜，其他地方未必
找到，坦言「如果要執都無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重建範圍內舊
樓日久失修，有業主希望盡快搬走，另覓新家；
亦有租戶指該處交通方便，擔心重建後無法在同
區尋得替代住處。
今年74歲的古伯，1989年起已居於春田街，目

前與太太同住500多方呎單位。他表示，過去已先
後為單位進行兩次大裝修，直到去年天花出現裂
縫，曾經有石屎剝落，導致鋼筋外露和腐蝕，更
有水管漏水，對面馬頭圍道重建亦帶來噪音污
染，加上自己「年紀大，無本事再住唐樓」，希
望搬到有升降機的新樓，對市建局突然修訂計劃
感到失望，「無計，等太耐啦！」
古伯說，去年市建局初次公佈重建計劃時，未

有聯絡他商談賠償問題，今次會視乎賠償金額決
定是否接受收購，「想搬返同區洋樓住，黃埔花
園最合心水，最少要有500萬至600萬！」
劉小姐一家三口租住春田街24號一個唐樓單位
8年，目前月租逾1萬元。她表示，所住單位同樣

面對石屎剝落及工程噪音問題，更在大樓內牆身
發現長1米、闊1厘米的大裂縫，但考慮到地點
便利，方便丈夫上班，不希望因為重建而搬遷，
「原本以為經濟差咗，可以租到另一個單位，但
喺第二度揾唔到同樣價錢」，她指現時撤換重建
項目，工程最少延遲一年，擔心賠償會有變動。

福運大廈業主不滿
至於位於春田街尾的福運大廈，雖然未有納入

項目範圍，但法團及住户均擔心受重建影響，封
閉春田街影響出入。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業主立案
法團委員，得知市建局將春田街納入重建範圍，
早上到街上高呼不滿，擔心影響樓價，「無路可
行樓價會跌，你（市建局）大石砸死蟹，一係收
購埋我哋個單位。」
住户陸小姐則表示，物業只住不賣，不擔心樓

價受影響，但大廈多處已經老化，「都好舊啦，
鹹水喉都漏漏哋」，希望可以重建。

市建局去年1月宣佈啟動
紅磡春田街/崇志街重

建項目，但昨日突然宣佈撤
回原有項目，建議將附近春
田街道路納入重建，以改善
鄰近道路的交通安排和行人
環境。新項目地盤面積為
2,475平方米，較原先地盤
面積擴大1倍、住宅數量增
加1倍，發展成本估計約為
17.5 億元，初步建議提供
1.47萬平方米樓面面積，包
括約2,454平方米商業及零
售樓面面積，以及約1.22萬
平方米住宅樓面面積，合共
310個住宅單位。項目範圍內建築物樓高四至五層，樓齡約為58年至
60年，涉及70個業權、85個住戶，以及15間地下商舖受影響。

設車輛迴旋處 擴闊崇志街
市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馬昭智表示，今次是市建局首次撤回項目，
由於原先地盤僅闊30呎，與馬頭圍道重建項目之的間春田街是「倔頭
路」，會導致人車爭路。局方在聽取居民及議員意見後，決定將春田
街一併納入重建，並建議提供車輛迴旋處，以及將崇志街擴闊為一條
約 12.3米的道路，包括約7.3米闊的雙線行車道及擴闊的行人路，改善
當區交通及行人安全。規劃及設計助理總經理黃知文表示，新項目會
結合旁邊的馬頭圍項目，以小區（即大地盤）概念設計，提供更舒
適、安全的行人空間。

走完改劃程序 最長需2年
市建局昨日已展開項目凍結人口調查，由於將春田街納入發展範圍
涉及改劃程序，市建局會將計劃草圖交城規會，收集公眾意見及審議
後，再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核，估計需時1年半至2年，預計
重建工程需延至2025年至2026年才完成。
市建局收購及遷置總監黃偉權表示，因應項目延期重建，市建局為
受影響業主提供一次性特別措施，今日起約3個月內根據同區7年樓齡
價錢評估物業市值，讓業主決定是否以此市值將物業售予局方，如業
主同意，局方會在項目獲批後，再向業主支付特別津貼，但無論項目
獲批與否，業權都已屬於市建局；如果業主選擇不出售物業，局方會
在項目批准後再與住戶商討收購，按項目開始日或批准日物業市值加
津貼出價，兩者取較高總金額為收購價。

大地盤重建是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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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志街/春田街發展計劃簡介
項目名稱 春田街/崇志街發展計劃

項目位置 九龍城春田街2至24號(雙數號)及

鶴園街2至4號(雙數號)

地盤總面積 約2,475平方米

受影響門牌 14個街號

受影響業權 約70個

受影響住戶 約85個

受影響地舖 約15個

發展總樓面 約14,724平方米
．住宅樓面 約12,270平方米(約310個單位)
．商業樓面 2,454平方米

總發展成本 17.5億元

預計落成期 2025/26年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製表：記者 岑志剛

食肆老闆：延遲年半 收穫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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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憂改則拖延搬遷

汽車美容店店員
黃先生表示，擔心
阻礙車輛進出影響
生意。 岑志剛 攝

▲食肆老闆郭先生
開業30年累積大
批熟客，不想結
業。 梁祖彝 攝

■■古伯古伯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有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有業主立案法團委員不滿新方案要封不滿新方案要封
閉春田街閉春田街，，擔心影響樓價擔心影響樓價。。 岑志剛岑志剛 攝攝

■市建局重啟紅磡原春田街／崇志街發展項目市建局重啟紅磡原春田街／崇志街發展項目，，建議將春田街建議將春田街
納入重建納入重建，，以改善鄰近道路的交通安排和行人環境以改善鄰近道路的交通安排和行人環境。。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

本港存在不少舊樓，樓齡動輒長達50年至60年，
樓宇結構早已老化，單位牆身出現巨大裂縫，天花石

屎剝落，甚至連外牆批盪都剝落，途人走過橫街窄巷，隨時弄得滿
頭「雪花」。居民身處其中，理應希望透過重建改善居住環境。

記者昨日訪問多名街坊和商戶，多人異口同聲提到租金問題。
年紀老邁的居民擔心賠償額不足以在同區另覓新樓；年輕人亦憂
慮以同樣租金難租住交通便利地區；30年老店更苦於舖租高企恐
被迫遷至遠處，流失忠實的街坊熟客。可見租金高企問題隨時令
重建「好心做壞事」，反倒破壞社區凝聚力。

此外，不少舊樓面臨同一問題——沒有法團、居民組織或物業
管理公司，即是俗稱的「三無大廈」，業權分散難以達至市建局
需求主導計劃規定，最少要集合八成業權簽署意向書的要求，才
能啟動重建的要求，加上舊樓業主可能早已遷居香港各區，甚至
移民海外，令到這類舊區重建難上加難。

重建社區改善環境和基建配套，本意是好，但現時制度仍存在
盲點，未能幫到有需要的居民；而本港經濟環境向樓市傾斜，隨
時令受影響居民無家可歸。政府及市建局有需要檢討制度，考慮
從宏觀的角度，思考重建方式及善後措施。 記者 鄺智森

重建制度有盲點��1?1?

■市建局建議將春田街納入重建範圍，
以改善鄰近道路的交通安排和行人環
境。左起：市建局收購及遷置總監黃偉
權、規劃及設計總監馬昭智、助理總經
理黃知文。 岑志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