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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

後年實施。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公佈優化安排，擴

大「按袋收費」的預繳式指定垃圾袋的使用範圍，並

取消住宅大廈的過渡性「按桶」收費機制，料80%都

市固體廢物將透過購買預繳式指定垃圾袋收費，餘下

20%則按入閘費模式收費。環境局同時建議向所有綜

援受助人提供每人每月10元津貼，避免收費對經濟有

困難人士構成不必要的負擔。黃錦星期望能於今年年

底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再經1年時間準備，料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後年年底推出。

特區政府於今年3月推出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的擬議落實安排，昨日公佈優化

方案。黃錦星表示，政府在諮詢業界及公
眾後，社會反應正面，故將收費計劃微
調，包括將「按袋收費」的模式擴大至沒
有使用食環署收集垃圾服務的住宅及工商
業大廈，以取代原先計劃私營廢物收集商
以入閘費模式，即先向政府支付廢物收
費，及後才向用戶收回費用的做法。

3年過渡取消 免收費太複雜
至於床褥、梳化、大型金屬製品及卡板
等無法以指定垃圾袋包妥的大型都市固體
廢物，使用非壓縮型垃圾車的私營廢物收
集商將繼續沿用原有的入閘費模式付費。
另外，原本計劃設3年過渡期以讓使用
食環署服務收集垃圾的住宅大廈，選擇會
否「按桶」收費（即按每幢大廈收集的垃
圾桶數量付費）的措施亦會取消。黃錦星
解釋，因住戶選擇此過渡安排的可能性不
高，並會令收費安排變得複雜。
他指出，安排簡化收集垃圾的程序除可
更加體現污者自付原則外，亦令市民直接

知道棄置的垃圾量，
垃圾收集商運送及記
賬時將更方便及簡
單。他希望可於今年
年底前向立法會提交
條例草案，再經一年
時間準備，料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最快後年
年底推出。
黃錦星預計收費計劃落實初期，會像其

他城市一樣出現一些狀況，因為涉及改變
市民的行為習慣，「但我們相信為了香港
的減廢、減碳，成為更綠色的城市，這向
前走的一步是需要社會理解和支持。」
早前外界質疑收費安排加重基層負擔，

環境局最新建議向所有綜援受助人提供每
人每月10元津貼，避免收費對經濟有困難
人士構成不必要的負擔。根據該局提交立
法會的文件指出，減廢應由整個社會共同
承擔，豁免收費安排不合適，但認為有需
要幫助有財政困難的人士。

設廚餘回收組 制訂監管措施

環境局亦會推出多項新措施，包括待
《條例草案》通過後，會在其轄下成立
減少都市固體廢物辦公室，整合環保署
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資源，統籌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的籌備、落實及執法等。
環保署亦會成立外展隊推行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提供在地指導及支援；及設立
廚餘回收組，研究並制訂新的廚餘棄置
監管措施。
環保署計劃於措施落實後設有為期半年

的「適應期」，讓公眾適應收費制度。環
境局會於「適應期」內警告違規者，其後
便會對接收違規的私營廢物收集商，發出
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固廢徵費 領綜援者或月津10元
方案優化 預繳式按袋收費擴使用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環境
局公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優化安
排，有議員表示歡迎，認為當局有
聽取業界及市民意見。有環保團體
指出，新修訂下為領綜援者提供每
人每月10元津貼的安排，水平合
理，認為有關安排不會減少基層減
廢的誘因。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

小本經營的私營垃圾車在新修訂
下，毋須再預先支付費用龐大的
「入閘費」，反映當局有回應業界
及公眾意見。他續說，環境局在轄
下設立減少都市固體廢物辦公室，
能令措施執行及宣傳可更專注。但
他希望新成立的廚餘回收專責組不
只關注工商業廚餘，應一併處理家
庭廚餘回收。至於在新修訂下，政
府向申領綜援人士提供每人每月10
元的補助，郭偉強認為有助鼓勵市
民減廢。

陳克勤冀留意非法棄置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成員、民

建聯陳克勤表示，新計劃可免卻物
業管理及運輸公司的行政程序，亦

可鼓勵市民多使用徵費的垃圾膠袋。他指
出，政府已將按袋收費的用量由本來的50%
提升至80%，相信可更快達至源頭減廢的目
標。他認為，每月約30元至50元徵費水平
仍然偏高，估算中小企每月增加逾1,000元
相應開支，希望政府注意非法棄置的問題，
並將廢物徵費「專款專用」，以幫助環保事
業發展。
對於當局建議為領取綜援人士提供津貼，

環保團體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森表示，
津貼水平可接受，認為在推行政策時需顧公
平之時，亦需兼顧公義。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幹事李大成對新修訂

表示歡迎，但認為每月10元的資助水平
「話多不多」。他表示，明白有意見認為應
遵守污者自付的原則，惟不少綜援家庭為長
者及傷殘人士，原有的收費水平每戶每月數
10元，對他們構成經濟壓力。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商業樓宇流

行的「勾斗型壓縮垃圾車」未有涵蓋至「按
袋收費」，而是按重量收費，或會被偷偷運
入袋裝垃圾，逃避收費，並有違按袋收費的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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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月是「精神健康
月」，一項調查發現，今年港人的精神健康指數平
均分為59.75分，較去年的56.31分高。同時，精神
健康狀況處於不合格的水平（低於52分）的受訪
者為26.5%，亦較去年的31.6%顯著下降。負責是
次研究的工作小組建議特區政府應針對離婚或分居
等精神健康欠佳的群組，提供支援，以改善他們的
精神健康狀況。
由多個復康機構合辦的「2017精神健康月」籌

備委員會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獨立調查機構於7月
3日至8月22日以隨機抽樣電話方式，成功訪問
1,000名15歲或以上香港市民。問卷按照「世界衞
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制定就受訪者在子女、
工作、學業、身體狀況、家庭及人際關係等方面，
對其精神健康的負面影響，同時會視乎受訪者遇到
困難時所採取的處理方法、是否獲得足夠的情緒支
援及參與閒暇活動等狀況評分。
調查把健康指標的分數調整為最低的0分至

100分滿分。學術研究指，精神健康指數低於52
分，精神健康狀況則屬不合格水平，72分或以上
即狀況良好。結果顯示，本年港人精神健康指數
的平均分為59.75分，當中40.9%受訪者的精神
健康狀況處於可接受水平、32.6%受訪者精神健
康良好。

全職工作者精神狀態最差
眾多類別之中，女性精神健康平均得分(60.99分)

較男性(58.38分)為高。根據受訪者身份而言，學生
的精神最健康達64.65分，其次為待業（62.91分）
及退休人士（61.27分）。相反，全職工作者精神
狀態最差，僅56.97分；分居或離婚人士亦只得平
均45.37分。
調查並指，近25%在職人士認為「工作」對其精
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近20%學生指
「學業」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
響；分別有逾10%受訪者指示「社會爭議」、「個
人前途」 及「財政狀況」等對其精神健康呈負面
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遇到困難時，僅1.9%受訪者選擇不去處理
或逃避。各有70%受訪者認為自己可從家人、朋友及網絡社交
媒體得到足夠的情緒支援。工作小組指出，居住環境對個人精
神健康有負面影響較去年顯著上升，當中25至34歲及35至44
歲人士感受最大，建議政府正視住屋問題，令港人安居樂業，
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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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
道指，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副教授、
瑪麗醫院外科榮譽顧問醫生吳國際疑
為病人開肚後，中途離開手術室，並
到私家醫院為另一人施手術，令病人
苦等3小時，引起社會關注。瑪麗醫
院行政總監、醫管局港島西醫院聯網
總監陸志聰昨日表示，院方正調查事
件，調查重點為作為監督的吳國際會
否向醫療團隊交代離開醫院的原因、
時間細節及重組過程。
吳國際早前被投訴指本月於瑪麗醫
院監督一宗肝移植手術時，離開醫院
到一間私家醫院為病人施手術。報道
指，當時醫生已為病人開肚，正等候
屍肝運送，他離開後不久屍肝送至，
主刀醫生決定等候吳國際回院才進行
移植，令病人在已開肚狀態下苦候3
小時。瑪麗醫院表示，已收到職員報
告事件，正展開調查。若手術過程有
任何人因不必要延誤影響病人安全及
手術水平，院方會嚴肅處理。

院方未能聯絡吳國際
陸志聰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
出，當時的情況與報道所指的大致一
樣，院方會向吳國際查問，惟截至日
前仍未能聯絡他。陸志聰表示，肝移

植等大型手術，監督醫生應在手術室
出現，即使要離開，亦需確保病人得
到足夠照顧。
他並指，過往亦在較長的手術，有

醫生會短暫離開手術室，「尤其是做
一個這麼長的手術，途中有醫生短暫
上洗手間、吃一點東西，或其他病房
有病人情況很危急要某一個醫生處
理。」他又以有些手術需先做化驗才
可繼續進行為例指出，若因臨床決定
而要病人開着肚去等，並非這麼不尋
常事件，惟市民聽起來或會感覺不舒

服。
不過，陸志聰未有確認吳國際的離

開時間，僅以「一段長的時間」來形
容，但承認肝移植手術愈快做愈好，
黃金時間為五六小時。他表示，涉事
病人已完成手術逾10天並轉至普通病
房留醫，現時情況穩定，並於昨日得
悉事件。陸志聰指出，吳國際並非受
薪於瑪麗醫院，並指醫學院教職員大
部分均以兼任的形式在醫管局工作。
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總監盧寵茂

表示，該名病人手術後情況穩定，不

認為吳國際擅離職守。他表示，今次
事件反映外科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希望政府改善。
有病人組織指對事件感到驚訝及不

安心。香港病人政策連線發言人曾建
平質疑，外科醫生是否可在手術途中
完全離開手術室，若換肝手術未能把
握黃金時間，一方面會浪費屍肝，亦
會對移植的病人造成不良影響。他又
關注事件中吳國際有否違反醫管局指
引及會否受懲處。

開住肚3句鐘苦候換肝 瑪麗：會問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
成年人及學童每天均有吃小食習慣，
惟進食過多「三高」（高鈉、高糖及
高脂）小食會引致過重或肥胖及高血
壓，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風
險。衛生署一項調查顯示，33%受訪
12歲學童每天均吃小食至少一次，約
10%受訪者每天進食高鹽或高脂肪食
物至少一次。衛生署助理署長馮宇琪
指出，不能低估高脂、高鈉或高糖小
食對身體的影響，建議市民每日應進
食少於250千卡的小食，與正餐最少
相隔一個半至兩小時。

改善飲食可降死亡風險達28%
衛生署早前一項調查顯示，33%受
訪12歲學童每天進食小食至少一次，
90%中小學生在調查前7天曾進食或
飲用「三高」食物或飲品，當中19%
每天飲用添加糖分飲品至少一次，分
別有12%及9%每天至少一次進食高
鹽或高脂肪食物。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院長劉育港引述
一項針對7萬名醫護人員飲食習慣進
行的24年追蹤研究發現，健康飲食習
慣有改善者，整體死亡風險及因心血
管疾病致死的風險分別最高可減17%
及15%。飲食習慣改善最多者，整體
死亡風險最高可減少28%；飲食愈不
健康者死亡風險增加達12%。
另一項對4,630名青少年生活習慣

及血壓的國際研究發現，維持正常體
重有助減低患高血壓的風險達41%。
另有研究發現，每天攝取3.7克或以
上的鈉會影響心臟結構，長遠亦可引
致高血壓及心臟衰竭。
現年60歲的程先生，20年前患上高
血壓，需服血壓藥治療，2004年因心
臟衰竭及心瓣問題先後進行兩次心臟
手術。程先生憶述以往飲食無節制，
喜愛食梅菜扣肉及濃味食物，最愛街
邊小食牛雜、內臟、魚旦等，亦經常
進食話梅及檸檬等醃製小食，每天均
會飲奶茶、汽水及糖水等飲品。

程先生術後在醫院及工作坊學習健
康飲食心得，用半年時間改變自己。
現時他盡量控制飲食清淡，所有內臟
全戒，以往食菜會加蠔油、腐乳，現
時則全走醬汁，並戒掉奶茶及甜飲，
轉喝無糖檸檬茶。正餐之間如果肚

餓，鄭先生會選擇吃橙子或香蕉填
補。10月覆診時，程先生血壓及膽固
醇控制得很好，血糖指數踩界，體重
較以前輕20磅。他更影響家人改變飲
食習慣，口味轉淡，外出用膳亦會特
別要求減鹽減油。

從「小」食得精明助減「三高」

■「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指出，今年港人的精神健康指數
的平均分為59.75分，較去年的56.31分為高。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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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的瑪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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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固體廢物將沿用入閘費模式付費。 資料圖片

■商業樓宇流行的「勾斗型壓縮垃圾車」
有違按袋收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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