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泰苑下月揀樓 頭籌89號
料明年中入伙 房會：綠置居恆常化待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房委會首

個綠置居項目、新蒲崗景泰苑共收到1.62

萬份申請，超額近18倍，房委會於昨日進

行攪珠儀式，決定詳細審核申請人資格及選

樓的次序，中籤者最快可於下月獲安排揀

樓，預期明年年中入伙。房委會資助房屋小

組主席黃遠輝表示，是否將綠置居恆常化仍

言之尚早，有待檢討後再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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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苑合共提供857個單位，實用面積由192
平方呎至494平方呎不等，單位種類包括開

放式、一房和兩房單位，以市價六折出售，售價
介乎94萬元至298萬元，實用面積計每平方呎訂
價5,658元。攪珠儀式昨日由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主席黃遠輝主持，100個號碼攪珠已順利攪出。
首20個按先後的揀樓次序為89、72、07、51、
55、93、43、44、83、15、47、73、91、50、
49、18、63、45、37、00。申請書編號最後兩個
數字符合上述數字的申請者可依次序揀樓，有長
者的家庭可優先揀樓，之後是一般家庭，最後是
單身人士。全部100個號碼的次序今日已上載至
房委會網頁。

黃遠輝：單身首10號碼機會大
黃遠輝在攪珠後表示，今次綠置居共收到1.62萬

份申請，超額申請近18倍，其中約有3,800份為單
人申請，家庭申請有1.24萬份，房委會會預留400
個單位配額予「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申請者，
同時為單身綠表申請者預留100個單位，但須於家
庭申請者揀樓後、才可選購餘下100個單位，而首

10個號碼有較大的揀樓機會。
黃遠輝表示，房委會並無預計銷情，出售綠置
居是希望幫助經濟有改善且有置業意願的家庭，
今次收表數目是上一期新居屋只收到約4,400份綠
表的4倍，相信是由於以市價六折定價，較上次市
價七折為低，導致申請數目明顯增多。

料公屋富戶入息上限5倍
對於房署建議收緊公屋富戶政策，入息或資產

其中一項超出限額便會被「叮走」，但住戶家庭
入息超出入息限額4倍或5倍才算超標尚未有定
案。黃遠輝表示，目前大部分意見認為應採取較
寬鬆標準，相信定於5倍的機會較大。
被問到房委會建議收緊公屋富戶政策是否有助促

銷，他指，綠置居開放申請時，房委會仍未討論收
緊公屋富戶政策，時間上並不吻合，未必因為收緊
政策達到促銷效果，房委會需要跟蹤取得更多數
據，才能得知收緊富戶政策的影響。
他又說，是否將綠置居恆常化仍言之尚早，
因今次綠置居只是先導計劃，房委會要全面檢討
今次綠置居定價、銷售安排及對公屋輪候數字和
平均輪候時間的影響，再決定是否擴大或成為恆
常計劃。

下期居屋含梅窩觀塘2050伙
黃遠輝指出，房委會之後每年都會有推出居屋
的計劃，下一期居屋將在綠置居銷售後接受申
請，包括在梅窩銀礦灣路的750個單位及觀塘彩興
路的1,300個單位，認為現時是合適時間檢討富戶
政策，房委會也考慮到市場情況，提供可調升的
幅度，但實際上限要待今天資助房屋小組會議上
決定。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
森）立法會昨
日早上復會，
討論由民建聯
陳恒鑌（右
圖、梁祖彝
攝）提出的議
案，要求當局
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城市規
劃指引、設立專項基金及善用閒置空間
或土地，為市民提供更多社區設施，包
括泊車位、公眾街市、文娛及康體設施
等。陳恒鑌指，政府為求增加房屋供
應，採用「插針」模式建屋，人口不斷
增加之餘卻缺乏社區設施規劃，或衍生
社會問題，希望可藉改變規劃準則，減
少市民的反對意見，加快建屋速度。
陳恒鑌表示，近年政府以增加公私營

房屋供應為首要工作，卻沒有增加相應
的社區設施，特別是泊車位、公眾街
市、文娛及康體設施。他促請政府更新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相關的城市
規劃指引、設立優化社區設施的專項基
金及善用閒置空間或土地，盡快在各區
興建相關設施，回應市民對優化社區生
活環境的訴求；政府亦應預留財政及行
政資源，並制訂具體的時間表，以盡快
落實興建。

指元朗社區設施落後環境差
陳恒鑌舉例指，元朗大部分社區設施集中在市

中心，除了要應付16萬元朗市人口，亦要應付逾
10萬鄉郊人口，未來更會新增4.2萬多個單位，
涉及12萬人口，但政府並無因應住戶增長新增社
區設施，「即將興建的圖書館和體育設施也是在
十多年前規劃，追不到人口增長的需求。」
他強調，如果社區設施需求出現落差，或衍生
社區問題，例如政府在2004年天水圍發生倫常慘
劇後進行檢討，批評天水圍北的規劃失衡，嚴重缺
乏公共康體設施，形容社區環境惡劣，容易成為社
會問題的土壤，不容忽視。特區政府不斷改劃土地
作住宅用地，以「插針」模式建屋，原先的社區用
地也變成住宅，人口不斷增加，市民對建屋的憂慮
仍存在，希望可藉改變規劃準則，減少市民反對意
見，加快建屋速度。
支持議案的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批評政府，每次

都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為拒絕在有需要地區
興建公眾街市的理由，她認為應將公眾街市訂為社
區設施項目，並恢復訂立人口與檔口比例標準，應
付社區需求。她亦指出，政府希望協助本地電影事
業發展，卻未有增設戲院，做法矛盾，形容規劃
「離地」，未能滿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

陳茂波：規劃適時檢討修訂標準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政府在增建公私營房

屋時，從沒有忽略提供足夠設施和配套，在規劃
時有預留土地發展社區設施。他指出，政府規劃
時參考的標準並不刻板，而是「活文件」，會持
續收集持份者意見，適時檢討和修訂標準，切合
大眾需要，亦會因應需要更新規劃標準，大原則
是以人為本。
他說：「相關部門會考慮收到的意見，有時也
會展開顧問研究，因此指控規劃標準沒有諮詢是
不公道。」至於個別設施的推行，需要考慮該區
人口及現有設施供應等，訂立實施的優次。他重
申，當局會因應地區情況，更新規劃標準，未雨
綢繆，並會徵詢地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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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正
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全球都積極尋找對
策，務求令長者能夠有健康且具尊嚴的晚
年生活。關注社福事務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昨日建議特區政府為60歲以上的
長者提供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並成立
「長者健康資料的大數據中心」，無論長
者光顧公營或私家醫療系統，醫務人員都
可即時獲得準確的數據，以提供適當的治
療。
梁志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提到，俗語有
云「年紀大、機器壞」，一般而言，一個
人年輕時專注生計，多忽略個人健康，到
晚年時很多病痛就會「發」出來，其中
「長者通病」即血壓高、糖尿病等，都會
「逐步找上門」，倘未能趁早、及時診斷
出來，將對醫療系統造成沉重負擔。隨着
人口老化，長者的人數只會不斷增加，特
區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問題。
他認為，只要有健康生活模式，及一套
完善的醫療系統，所有長者都可應對晚年
的生活挑戰，並建議特區政府為60歲以上
的長者提供基本的身體檢查，及將有關資
料儲入大數據中心。在有需要時，醫療人

員就可以立即使用有關資科，減少延醫及誤醫情
況。
梁又認為，目前房屋設計未有考慮長者需要，
如缺乏防滑地板、衛生間的扶手等，長者容易發
生家居意外，故建議當局成立基金，鼓勵社企及
民間團體研發實用的長者家居設施，及提供安裝
或改動服務等「一條龍」。由政府資助，長者就
毋須支付昂貴的費用，同時可以改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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