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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蘇

屋邨將於明年中完成重建，在第三

季入伙，提供近7,000個單位，可

供約1.9萬人居住。房屋署在重建的

同時保留舊屋邨特色，不僅沿用舊

邨的樓宇名稱，更保育了「蘇屋三

寶」，包括燕子亭、火水屋及大門

牌。原先用作儲存火水的「白屋

仔」將出租作零售餐飲用途，蘇屋

邨前屋邨辦事處則會活化為郵政

局，以新面貌繼續服務市民。

「蘇屋三寶」明年重現江湖
重建埋尾 1.9萬人將入伙 燕子亭「白屋仔」翻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由社福
界、地產商、小業主合作促成的「社會房
屋共享計劃」，希望收集500個單位裝修
成宜居間隔房，以低於市價一半的價格租
予1,000個貧困家庭，嘗試以民間力量遏
制非法劏房。該計劃由社聯（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主辦，他們目前已獲各界提供
408個單位，正進行勘察工作。當中恒基
兆業提供的土瓜灣24個唐樓單位，獲香港
建造商會以一元象徵收費進行宜居裝修，
昨日舉行動工儀式。

社聯盼更多業主提供單位
動工儀式於土瓜灣項目中一個400餘呎
唐樓單位內進行。該單位已拆除原有劏房
間隔，相比其他未拆除的單位，顯得寛
敞、明亮許多。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香
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林健榮等出席動工
禮。黃健偉表示，十分感謝各界支持計
劃，尤其感謝建造商會義助裝修，為計劃
節省大筆費用。計劃仍在進行當中，雖然
還沒達到原定500個單位的目標，但短時
間內能籌集到逾400個單位，已較預期理
想，希望更多業主提供單位，攜手改善基
層市民惡劣的居住環境。
他補充，這項計劃屬過渡房性質，主要針
對正輪候公屋的貧困家庭。由於目前收到的
單位僅獲業主兩至三年的租約，因此也只能
讓租戶入住兩至三年，協助他們渡過獲批公
屋前的最困難時期，租金將以入住家庭總收
入的25%計算，比市價低，對貧困家庭而
言，每月多幾千元生活費，有莫大幫助。

裝修費200萬 每伙納兩戶
林健榮表示，商會十分支持這項計劃，

因此籌集經費義助裝修。24個單位的裝修
費預計介乎170萬元至200萬元，每個單
位大致間隔成兩間房，供兩個家庭入住，
將拆除和還原舊單位所有違例改裝，所有
單位裝修均經專業設計，確保宜居及符合
消防條例。
社聯表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推行

以來，獲官、商、民各界積極支持。這次

進行動工禮的土瓜灣項目共有53個單位，
全數由恒基兆業提供，當中29個單位由恒
基兆業提供裝修，餘下24個單位由香港建
造商會義助裝修。
目前共接獲的408個單位中，機構業主

提供的有294個單位，個別小業主提供的
單位有114個，當中已勘察的單位逾半，
合適使用的單位超過100個，其餘單位由
社聯職員陸續進行勘察工作。
社協又稱，由機構業主提供的單位包括

恒基兆業提供的187個單位，已勘察118

個單位，有73個單位適合，包括由九龍樂
善堂營運的九龍城項目（共20個單位、聖
誕前陸續入伙），及土瓜灣項目。
土瓜灣項目目前有4個慈善或非牟利機
構提交計劃書，將於12月底公佈獲選營
運機構，預計2月底陸續入伙。市建局提
供72個單位，包括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
14個豉油街項目，預計12月底入伙。
其餘還包括華懋集團提供的16個單位

和其他發展商提供的單位，正在商討交收
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今天召開會議。消息
指，小組將討論利用私人土地的潛力
及新界的鄉村式發展，以增加房屋供
應，討論文件更披露，政府綜合網上
和各大發展商年報等資料，估計現時
有約1,000公頃新界農地由發展商持
有，可考慮透過公私營合作發展。

擬倡拓基建設施助首置盤
消息指，討論文件提到特首林鄭月
娥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以公私營合
作模式發展「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
劃」，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
混合發展，提供指定數目的單位予政
府；當局應積極提供基建設施，任何
有興趣的發展商均可申請，但認為若
發展商把部分土地交回政府自行興建
房屋，則未能有效利用發展商專長及
多元化技術。

消息指，政府需確保挑選機制公
平、公開、透明，以釋除公眾對可
能出現「官商勾結」的疑慮，政府
在訂定有關準則時或須考慮多項因
素，例如有關公私營合作是否具潛
力吸納大量人口，是否可提供可觀
數量的公營房屋，以及能否確保帶
來社會裨益與發展商可獲的額外經
濟利益相若等。
消息又指，政府將會進行公眾諮詢

決定具體採取何種公私營合作模式。
據了解，專責小組亦會討論鄉村式

發展事項。
消息指，現時鄉村發展用地已不足

以滿足興建丁屋的需求，新界的丁屋
用地若要增加發展密度，需要排污等
大型基建配合，估計最少需時十年，
又指檢視丁屋政策並非專責小組的工
作範圍，加上現時有針對丁屋的司法
覆核，不宜有看法或傾向。

政務司
司長張建
宗早前發

表網誌透露，港珠澳大橋於明年才
能通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
示，大橋是三地共同投資、建設和
使用的跨境基建，具體通車時間需
待三方均作好充分準備，以及由中
央處理開通儀式主禮嘉賓等安排
後，才可正式通關通行。
陳帆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

港珠澳大橋已具備基本通車條件，
但因涉及三地的通關安排，程序繁
複，要處理通關、試運行和做好緊
急應變等工作，故需待三地完成準
備後，才能通關通行。他又指，大
橋是三地的共同建設，需要報批中
央，讓中央決定。且如此大型的基
礎建設都有開通儀式，有嘉賓主
持，故需要和中央聯絡，再定下一
個大家都認為適當的通車時間。

陳帆：不存在爭拗空間
至於大橋實際超支金額，陳帆

指出，需與內地作仔細澄清，以
便日後向立法會申請最後一次撥
款時，可做到毫無瑕疵；分擔金
額比例則因早有規定，故不存在
爭拗空間。
廣東省發改委將就大橋收費方案

於珠海舉行聽證會，陳帆表示，舉
行聽證會是內地在開通重大交通收
費設施前的標準做法，三地均有用
家代表出席，由三地組成的聯合工
作委員會亦有代表出席，研究大橋
的管理安排。

就港鐵早前公佈沙中線主體工程造價超支
165億元，陳帆表示，超支金額數目不少，
但如果合情合理和應該要繳付的經費，政府
願意支付；但如果發現工作上有所不足，政
府有需要與港鐵檢討。
被問及造價會否封頂，陳帆說，現時討論

言之尚早，稍後了解更多後才能作清楚判
斷。他指出，作為監管部門，路政署正與港
鐵詳細探討，核實不同細項預計需要幾個月
時間，相信巿民也期望政府能與港鐵就金額
問題有詳細釐清和審核無誤。

盼理性討論高鐵「一地兩檢」
被問到立法會完成修改議事規則後，審議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的過程會否較暢
順，令高鐵能如期在明年第三季通車時，陳
帆回應指，明白在「一地兩檢」這議題上，
不同人會有不同意見，如果能將政治關注理
順和理性化，爭拗會逐漸減少。
他以深西通道為例，啟用多年亦沒有出

現市民現時關心和擔心的情況，故相信自
有公論。他強調，高鐵是利民、便民、方
便香港與內地融合的基建，是關乎香港整
體長遠發展的基建設施，相信通車後市民
能體驗和享受高鐵的便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早前公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冀利用創
新科技改善市民生活。智慧城市聯盟會
長楊全盛指出，當中為市民提供單一數
碼個人身份，可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惟他關注業界如何參與藍圖執行的
過程。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藍圖是向前
行一步，但缺乏驚喜，希望會有更多新
的目標與方向。
政府於上周五公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包括計劃開發快速支付系統；於所有主要
幹線安裝交通探測器，提供實時交通資
訊；建立新的大數據分析平台，讓政府部
門互相實時分享數據；及為市民提供單一
數碼個人身份認證，以進行政府及商業的
網上交易等。

跨境開銀行戶 兩地互聯互通
楊全盛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單
一數碼個人身份可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在未來進一步發展時做好對接工作，內
地民眾與香港市民在毋須過境的情況下，也
可跨境開設銀行戶口，兩地做到互聯互通。
對於政府計劃開發快速支付系統，楊全

盛指政府並非要建立如內地「支付寶」的
電子錢包，而是提供一個平台，讓銀行戶
口或電子錢包能夠快速轉賬過戶，不需再
等候若干時間才能完成交易。
他續說，政府現時沒有類似Google Map

的數據，無法提供真實的實時交通數據，
交通探測器將能免費為市民提供數據。
他表示，關注業界如何參與藍圖執行

的過程，希望業界的人才有機會加入現
時由官員組成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
會，而非單單參與諮詢階段，提供顧問
意見。
出席同一節目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形容藍圖務實，是向前行一步，惟缺
乏驚喜，希望會有更多新的目標和方向，而
非只談論現時的工作。

土瓜灣24伙共享屋翻新動工

土供組料商議私地潛力拓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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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全盛：智城數碼身份助融入灣區

蘇屋邨在1960年至1963年陸續落成，一
共有16座樓宇，提供5,300單位，當

年曾被譽為遠東規模最大的地區性住宅計
劃，從此蘇屋邨於深水埗山上屹立50年，
見證香港社會變遷。直到2012年11月，房
屋署展開蘇屋邨重建，第一期共6座已於
2016年9月起陸續入伙，提供2,917單位，
其餘8座及兩層商場將於2018年中落成，第
三季入伙。14座樓宇全部入伙後，可提供
6,985單位，可供約1.9萬人居住。

沿用舊邨樓名 採「微氣候」設計
房屋署副署長馮宜萱表示，蘇屋邨依山重

建，在規劃上採用了「微氣候」設計，保留
了通風廊，有利通風和採光，為居民提供舒
適的生活環境，並採用「小區」特色，沿用
舊邨的樓宇名稱，包括蘭花樓、壽菊樓、牡
丹樓、金松樓、綠柳樓和櫻桃樓等，同時會
保留部分舊邨的建築物，包括「蘇屋三寶」
和1961年英國王室雅麗珊郡主訪港時於蘇
屋邨栽種的魚木樹。

另外，新邨設有無障礙設施，各平台都
有行人天橋、自動扶手梯及電梯連接。全
邨共有11條行人天橋及10座升降機塔，綠
化率達27%，保留超過200棵原有樹木。
馮宜萱表示，保留的舊有建築只佔整個

重建項目的一小部分，對成本和時間亦無
影響。

黑底金漆大門牌重置
「蘇屋三寶」之一的「燕子亭」，以前是

蘇屋邨居民納涼的地方，在獨特的弧形天花

上畫有蘇屋邨的壁畫，房屋署特地找來上世
紀80年代負責繪畫壁畫、現年70歲的畫師
麥榮為天花壁畫重新上色。
另一寶是俗稱「白屋仔」的火水屋，早年

用於存放及售賣火水，後來曾用作童軍室，
房屋署在重建後，為「白屋仔」重新髹上油
漆復修，預料明年第二期完工後，會按市值
出租，用作餐飲或零售用途。至於第三寶，
即黑底金漆的「蘇屋邨」大門牌，亦會在二
期完工後重置。
此外，舊邨的楓林樓，亦保留了地下及一

樓的結構，復修後提供4間房作懷舊展覽之
用，展出房署從蘇屋邨居民收集的懷舊物
品，包括傢具、器皿、火水爐等，展現舊日
公屋面貌；而蘇屋邨的舊屋邨辦事處，復修
後將更會作為郵政局用途，以新面貌繼續服
務邨民。

舊街坊建築師「操刀」
負責重建工程的房屋署總建築師陸光偉，

本身亦是蘇屋邨前居民。他表示，自己由出
生起已在蘇屋邨居住，一直住到上世紀80

年代，對一樑一柱都有回憶，其中以「燕子
亭」印象最深，因為小時候會在「燕子亭」
遊玩，更會爬上頂蓋。
陸光偉說，重建後蘇屋邨中間的大廈密度

較高，可達40層，近街的樓層較矮，約20
多層，藉此優化景觀及通風，並在興華街和
昌華街預留通風廊，讓居民可以看到山脊
線。
他指蘇屋邨依山而建，缺乏平地放置工程

物料，加上不少需要保育的樹木都位處斜坡
上，因此工序較為繁複，需要及早規劃。

■社聯與建造商會協手改造劏房，建宜居過渡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非法劏房採光、通風差，且不符合消防條
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蘇屋邨將於明年中完成重建，提供近7,000個單位，可供約1.9萬人居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左起：何國成（房屋署高級建築師）、馮
宜萱、陸光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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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劏房
中常見的無
窗「黑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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