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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工業區建龕場供位1.5萬
區議員促平衡街坊與公眾利益 優先區內居民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為解決龕位供應不足問題，政府

建議在大埔船灣前堆填區西南

角、大埔工業邨旁興建公眾骨灰

龕場，面積約1.6萬平方米，毗

鄰為鳳凰衛視，預料提供1.56

萬個龕位。選址附近最近民居為

雅景花園，相距約700米。大埔

區議會將於周四開會討論，當區

區議員羅曉楓接受本報訪問，坦

言市民多抗拒在家附近興建骨灰

龕場，建議政府容許他們有需要

時優先申請，以平衡街坊與公眾

利益。

新龕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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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工業邨旁、毗鄰鳳凰衛視

供約1.56萬個

約1.6萬平方米

低密度豪宅雅景花園，相距約700
米

高爾夫球練習場

春秋二祭安排穿梭巴士服務，來往
港鐵大埔墟站及骨灰龕場

食物及衛生局提交予大埔區議會的文
件指出，今次選址位於大埔工業區

內，現為高爾夫球練習場，面朝臨海位
置，左側有鳳凰衛視廠房、鴻福堂及北
京同仁堂廠房，右側是高爾夫球場。
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提交的文件，在
設計擬建的骨灰龕場設施時，建築署會
利用選址的地形及環境特色，通過園林
和建築設計，使其外觀融入周遭環境，
並以植物及樹木作屏障，盡量提高設施
在景觀上的美感。

建築融環境 植物作屏障
文件指出，選址附近為大埔工業
區，在春秋二祭時，由於是公眾假
期，故此區內的使用者數目會相對較
少。但政府理解地區人士關注二祭期
間的交通情況，已委託交通顧問公司
在六個主要的交通路口，包括廣福道
與南運路交匯處、太和路與南運路交
匯處，及太和路與完善路交匯處等，

完成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報告建議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提

供特別穿梭巴士服務，來往港鐵大埔
墟站及骨灰龕場，但巴士行走路線會
視乎日後的交通及運輸情況再行確
定。
報告又建議在大埔選址對出之大喜

街，實施特別交通管理措施，包括在
選址內設置迴旋處供特別穿梭巴士掉
頭，在選址內設置特別穿梭巴士上落
客位及等候區，在大喜街東端設置迴
旋處供一般車輛掉頭及在迴旋處的兩
邊設置行人道，在大景街南端設置私
家車上落客區和大喜街東端設置的士
上落客區等。

春秋二祭特設穿梭巴
報告又建議，屆時除的士、緊急車
輛及獲許可的車輛外，其他車輛將禁
止進入大喜街。政府指已將該交通評
估報告送交有關部門審閱。警務處與

運輸署對顧問公司的交通影響評估結
果不持異議。
大埔區區議員羅曉楓表示，政府認為

大埔工業區在公眾假期車流量較少的推
斷未必正確，指文件建議特別穿梭巴士
路線涵蓋的汀角路，每逢假日很多人駕
車駛經前往大尾篤，現時經常出現車
龍，擔心日後春秋二祭帶來的車流量，
勢引致區內大塞車。
曾協助處理大埔定慧寺違法經營龕場

的羅曉楓直言，「根據個人經驗，居民
都不會喜歡在家附近有殯儀行業。」
他認為居民普遍擔心骨灰龕場帶來大

量車流量，及焚燒冥鏹產生的空氣污
染，「無可避免地大家覺得是negative
（負面）的建築。」
但他認同，現時公營龕位供應嚴重

不足，每區有責任回應社區需要，但
希望政府日後讓大埔區居民能優先申
請，無須跨區殯葬，也大大減少交通
負擔。

立法會退休保障
事宜小組委員會昨
日與學者、關注團

體及政府開會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安
排。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質疑
政府方案未交代任何融資方案，擔心即使投
入金錢，但未能長遠解決問題，促請下屆政
府在施政報告交代是否要以加稅的方式，為
退保進行融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回
應，政府一直有研究改善稅制，指擴闊稅基
在未來是無可避免。
鍾劍華批評，政府僅透過報告書指出人

口老化會為社會帶來問題，但未因此作出
長遠政策準備，認為是迴避責任。
爭取全民退保聯席組織幹事陳學風則表

示，早前學者提出的「2064方案」得到大
部分市民支持，認為退休保障是市民的基
本權利而非措施，要求政府解釋為何不接
納該方案。
蕭偉強表示，預計未來長者的教育程度較

上一代高，加上強積金成熟後，回報將較現
時理想，因此政府會繼續發揮「多支柱」、
互相補足的退休保障制度，滿足不同長者的
需要。
他又指出，到2064年時，政府平均每年需

為退休保障承擔近133億元，是學者方案計
算的五分之一，強調政府不會迴避推行退休

保障，會進行全面檢討。

慎思資產審查利長者
另有學者擔憂政府方案有機會造成道德

風險，即長者可能為通過資產審查，轉移
資產給子女，令自己變成「有經濟需
要」，但子女或許不理會父母。
蕭偉強表示，有經濟審查方案的道德風

險高，不過政府過去曾推出的醫療券都沒
有資產審查，稱政府會審慎考慮，希望做
到長者受惠的措施盡量寬鬆。
另外，爭取全民退保聯席約10多人，帶備

官員肖像和菜刀道具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要
求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他們稱政府的退
保研究是「假諮詢」，亦表示不接受有經濟
審查的退保方案，要求政府交代未來50年高
額長者生活津貼的預測數據。 ■記者 文森

蕭偉強：「多支柱」推退保達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女病人鄧桂
思早前獲不相識的女文員鄭凱甄捐贈活
肝，廣受社會關注。港大外科學系肝臟移

植科主任盧寵茂表示，近兩星期網上登記
器官捐贈的人數多了4倍，讚揚鄭凱甄捐肝
的行為，感染了更多人願意捐出器官。
他續指，過去數天亦有不少正面回應，

例如前日有兩名腦死亡病人，家屬願意捐
出死者肝及腎，以及有一宗活肝捐贈，昨
日亦有一宗屍肝捐贈，他希望社會不要善
忘，讓捐贈器官成為文化。

盧寵茂：鄧桂思趨穩定
盧寵茂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先後進行

兩次肝移植的鄧桂思已經清醒，情況穩
定，能聽從指示手部可以活動，但腎功能
仍未百分百回復。至於鄭凱甄則正在康
復，肝功能正常，預料數星期後可恢復工
作。

盧寵茂表示，在器官捐贈的過程中，即
使志願者說了想捐都會叮囑對方想清楚，
如經考慮後想退出，亦應有權在無壓力的
情況下退出。
盧寵茂表示不贊成將18歲捐贈器官的法定

年齡進一步降低，指需要確保捐贈者具獨立思
考能力，不受任何人的壓力或影響，但如果未
成年人士進行手術，必須有監護人或父母在場
和同意，兩者做法有矛盾，難以並存。
他續指，未滿18歲的病人做手術時都要監

護人簽名，因涉及醫學道德問題，認為未成
年人捐肝是危險的，形容之前立法會有意緊
急修例是一時衝動，表示社會討論能增加關
注是好事，認為諮詢工作要聆聽病人組織及
醫護人員的聲音。
港大肝膽胰外科及肝臟移植臨床副教授

吳國際出席另一個電視節目時表示，港大
的肝移植中心每年進行約70宗相關手術，
其中三分一屬遺贈肝移植，其餘是活體肝
移植，中心較傾向受贈及捐贈者互相認
識，以避免器官買賣，而相互不認識的活
肝捐贈多年來只有7宗。

吳國際盼捐器熱情延續
吳國際續指，活肝捐贈的審查機制非常
嚴謹，除了捐贈者的體質良好及沒有任何
內科病外，亦要作心理評估。
他又指，受傳統中國人希望保留全屍的
觀念影響，本港的遺贈器官數字較西方
低，但在鄭凱甄捐肝效應下，最近的死後
捐贈器官登記增加，希望市民的熱情可以
延續。

阿甄大愛暖人心 器捐登記增4倍

隨着香港人口不斷增長和
日漸老化，公眾龕位供不應

求，上屆政府遂於2010年推展地區為本的骨
灰安置所發展計劃，希望做到「區區有龕
位」，最終選出24個選址，但7年過去了，
現時只有鑽石山及長洲兩個新公營骨灰龕場落
成，僅提供2,540個新龕位，以去年本港共
43,556宗火葬而言，政府目前提供的數目僅
是杯水車薪。
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日前遞交予大埔區議會

的文件，去年死亡人數實際為46,662人，火葬
則有43,556宗，推斷未來死亡人數和火葬宗數
不斷遞增：2024年死亡人數為54,700、火葬宗
數為51,965，2035年死亡人數為68,500、火
葬宗數為65,075。
文件表示，現時市民普遍的做法是把先人

火化後的骨灰存放在骨灰龕場，因此市民對
龕位的需求非常殷切。政府早年公佈在全港
18區合共物色了24個選址，自2011年第二
季起，已就其中14幅用地進行諮詢，所有相

關的區議會對發展計劃均表示支持或不持異
議。目前，食環署轄下8間公眾骨灰安置所
只餘少量龕位可供配售。下一批的公眾骨灰
安置所龕位的落成時間為 2018 年至 2019
年，因此有迫切需要盡快落實各項發展計
劃。

落成量僅佔目標0.28%
據食衛局去年底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現時14

個已諮詢區議會的項目合共可提供約59萬個新龕
位，佔全部項目總數約三分二。按此推算，全部
24個項目料可提供近90萬個龕位。如今已落成啟
用的 2,540 個龕位數目，僅佔整體目標的
0.28%。
其餘擬建用地中，只有3幅用地有預計啟用

日期，包括灣仔黃泥涌道（885個）料明年啟
用，屯門曾咀（16萬個）、北區和合石（4.4
萬個）分別最快於2019年及2020年啟用。根
據最新文件顯示，政府預計明年最少有2,105
個新增公營龕位可供配售；未來4年總計則最
少有逾13萬個公營龕位可供作配售。

■記者 文森

公營龕位難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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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今年回歸廿周年，將向60歲
以上長者派發福袋，訊息列出禮
物清單，包括太陽帽、麥片兩
包、保溫水壺及一罐凡士林，稱
長者可到地區長者中心登記領
取。民政事務總署及社會福利署
澄清有關傳言並非屬實，強調並
無透過長者中心向已登記的長者
派發禮物包。
該則短訊更附上社會福利署網

站連結，提供長者地區中心的地
址清單。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
中心受傳言影響，於其大門外貼
上告示，指中心近日收到不少長
者查詢領取回歸福袋，澄清該訊
息並非來自社署。

張建宗：下月探訪派發
雖然此訊息並非屬實，但的確在五月

下旬開始，民政事務總署將安排義工探訪
15萬名長者家庭及15萬個有需要家庭，
向他們派發慶祝回歸為主題的禮物包。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時提

到，派發福袋是回歸20周年重要慶典活
動，目的是共享及表示關愛，但細節還
在敲定，將適時於地區公佈。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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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勞方代表
委員、工聯會區議

員鄧家彪不忘勞工權益。臨近勞動節，
鄧家彪在其社交網站上載不少關注勞工
權益的資訊，更練習西班牙文，呼籲各
界勞工參與五一勞動節的遊行。
在上次立法會選舉中，由勞工界轉
選新界東的鄧家彪雖失落議席，卻未有
忘記為僱員爭取權益。近日，他為宣傳
勞動節遊行，更請來西班牙文老師、亦
是工聯會的副理事長，即場示範西班牙
文中的「你好」、「打工仔」、「五
月」及「勞動節」等詞彙，出力呼籲打
工仔參加遊行。
鄧家彪亦一如以往，協助打工仔解

決困難，獲不少網民的認同及支持。前
日，他在社交網站上分享與前工運領袖
見面的心得。他表示，90歲的前工運
領袖、抗日老戰士潘叔近日在巴士內跌
倒，雖不滿車長踩油速度太快，惟他不
願投訴，憂影響該車長的生計。
鄧家彪指，欣賞潘叔這些「為國為

民的老風骨」，讓他感到自己的渺小，
體會到人生的一時失利並不重要。
不少網民認同鄧家彪的看法，紛紛

向潘叔致敬。Yunsing Tang讚揚他是
「民族先鋒、工運模範及學習楷模」。
黄志強則指，潘叔為人胸襟廣闊，是值
得尊敬的前輩。

■記者 文森

家彪西班牙文籲撐「五一」遊行

..

.
0&1

■鄧家彪探訪抗日老戰士、工運前
領袖潘叔。

■政府擬在大埔工業邨內興建公眾骨灰龕場，預料提
供1.56萬個龕位。 食環署初步設計概念圖

■盧寵茂表
示，不贊成
降低捐贈器
官的法定年
齡。

■蕭偉強表
示，政府會繼
續發揮「多支
柱」、互相補
足的退休保障
制度，滿足不
同長者的需
要。

資料圖片

■鄧家彪學習西班牙文，呼籲打工仔參與勞
動節遊行。

■網傳政府將向60歲以上長者派發回
歸福袋。

■仁愛堂田家炳長者鄰舍中心受傳言影
響，於門外貼上澄清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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