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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人口持續老化，政府統計處昨日出版的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
者》指出，2016年香港共有116.3萬名
65歲及以上長者，較2006年增加了31
萬（36.4%），長者人口佔整體人口的
比例亦由2006年的12.4%升至2016年的
15.9%，80歲及以上人士的數目更大幅
飆升 66.7%至逾 30 萬，佔長者人口
29.3%。報告指出，沒有職業收入的長
者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於10年間由
3,200元顯著增至5,780元，部分原因是
政府現金社會福利有所增加，包括於
2013年為援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增設長
者生活津貼。
報告指出，2016年有8.1%長者居於老

人院、醫院及懲教機構等非家庭住戶；
另有逾15萬名長者獨居，佔整體長者人
口的13.1%，較10年前上升1.5個百分
點，同期間與子女同住的長者所佔的比
例則由53.4%跌至48.5%。
隨着人口持續老化，共有30萬個家

庭住戶其所有成員（外籍家庭傭工除
外）皆為長者，較10年前大增67.4%。

在該些住戶中，3.9萬個住戶有外籍家
庭傭工，是2006年的約3倍，反映僱用
外籍家庭傭工照顧長者的情況日漸普
遍。
報告並指出，新一代的長者教育程度
逐漸改善，擁有中學或以上教育程度的
比例由2006年的25%顯著升至39.6%，
擁有專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亦由6.6%升至
9.5%。隨着長者教育水平上升及健康狀
況改善，同期間長者工作人口亦由5.9
萬人增至12.5萬人。
在2016年，所有成員均為長者的家庭

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為6,020元，較
2006年增加77.1%。若按收入來源分
析，有職業收入的長者住戶的每月收入
中位數增加53.1%至12,250元，沒有職
業收入的長者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由
3,200元增至5,780元。
按長者與各區人口總數的比例分析，

觀塘區及黃大仙區的長者佔該區人口的
比例最高（均為17.2%），其次是葵青
區（16.7%）、南區（16.6%）及東區
（16.6% ） ， 荃 灣 區 比 例 則 最 低
（14.6%）。

自願醫保計劃最快明年
第二季推出，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表示，計劃

現時雖然不包括高風險池，但相信仍能吸引市
民參與，而香港保險專業人員總會會長張偉良
亦指，不少保險公司都有意推出相關產品。
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重申，特

區政府至今還未放棄就計劃設高風險池，但強
調設高風險池要有共識才可以推行，稱計劃現
時已經滿足了最初訂出的12個最低要求中的
其中10個。
她指食衛局會為計劃設立專門辦公室，處

理日後可能出現的投訴及出售認可產品的公司
認證等工作。她指市民不論為家人或自己購買
都可獲扣稅優惠，相信可吸引市民購買。
張偉良同樣相信自願醫保對市民而言有吸

引力，他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香港的老
年人口會持續增加，透露多間保險公司都有意

推出自願醫保產品。
不過，他指自願醫保涉及治療和住院等較

多醫療範疇，業界推出產品或要先提升從業員
知識及講解能力，建議保險公司要為員工提供
相關培訓。

陳肇始：將增電子煙規管
針對愈來愈多市民吸食電子煙，陳肇始指

出，電子煙與其他煙草產品一樣會上癮，並可
以引發癌症，指特區政府正研究將加熱煙和電
子煙等產品亦納入現行禁煙法例規管範圍，並
呼籲市民及早戒煙。
她又提醒市民本港現時仍處流感高峰期，再

次呼籲仍未注射疫苗的高危人士及早打針，因
為免疫力要在疫苗注射後一段時間後才能產
生，並指現時打針亦可預防夏季流感，指特區
政府日後將加強到校服務為學童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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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會成立於1971年，會歌同日而
立，由時任中大音樂系系主任黃永熙

作曲、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宋淇（筆名林
以亮）以普通話作詞。

中大學生會會歌1971年已有

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周三（7日）在 face-
book專頁發出帖文，宣稱舉辦「廣東話會歌
填詞比賽」。
文中稱比賽要讓「會歌更有香港嘅文化」
，遂設立「廣東話會歌、會章專責委員
會」主辦比賽，參賽粵語歌詞口語及書面語
皆可，不能含有粗口及淫褻用語，評審準則
包括「音準、歌詞與學生會或中大之關係、
歌詞用語」，冠軍可獲現金獎3,000元。

陳稱「外來語」「於理不合」
以粵語撰寫會歌本來並無不妥，委員會主

席陳兆濤進一步解釋比賽目的時，亦有提到
廣東話作為香港人的「母語」，毫無疑問是
「香港文化核心載體」，期望能借比賽吸引
同學關注廣東話議題，及向非本地生推廣廣
東話。

不過，當他提及對現行普通話會歌看法時
隨即「露餡」，竟稱普通話是所謂「外來語
言」，更聲言以此作為會歌歌詞「着實於理
不合」，明顯在煽動敵視普通話，其所謂
「推廣廣東話」云云冠冕堂皇「理由」全都
不攻自破。
利用粵普差異挑起香港與內地矛盾，是個

別滋事分子的常用手段，一眾眼利網民當然
不為所動。
網民「Kw Fung」看穿學生會意圖，直指
「廣東話又如何～咪即係香港係廣東省一部份
（分）～廣東省係中國一部份（分）～」。

網民勸學生會勿做無聊嘢
「林有為」對此表示認同：「廣東話咪又
係中國一個城市既（嘅）語言，都係離不開
中國的。」

「Chor Ho Cheung」就認為中大學生會
會歌本來就很好，「沿用多時且很有意思，
沒有改成廣東話的必要。」

「Hoi Yat Tsoi」就批評這群學生會成員
明顯「上晒腦」：「真係冇野（嘢）好做，
做埋D（啲）咁無聊嘅野（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大

學校園近年存在少數鼓吹「港獨」

的滋事分子，渴望向大眾展示自己

與國家「劃清界線」態度，卻又自

知不為社會所容，只敢在雞毛蒜皮

的事上借題發揮，「小學雞」程度

叫人啼笑皆非。多次縱容「港獨」

宣傳品在校散播的中大學生會近日

舉辦所謂「廣東話會歌設計比

賽」，表面鼓勵學生關注「廣東話

傳承」，但負責人就「漏口風」稱

普通話是「外來語言」，聲言目前

的普通話會歌「於理不合」。一眾

眼利網民隨即領會該比賽「填詞為

名、分化為實」目的，並強調廣東

話也是中國一個城市的語言，奉勸

學生會不要多做無聊事情。

■中大學生會
代 表 會 舉 辦
「廣東話會歌
設計比賽」，
負責人卻稱目
前以普通話這
「外來語言」
作為會歌歌詞
「着實於理不
合」。

中大學生會
代表會fb相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日有消
息指，特區政府將於月內啟動國歌法本
地立法程序。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政府會不斷聆聽社會各界對國歌法
的意見，並強調身為中國人，認識國歌
是應有之義，相信推動中小學國歌教育
不會有大問題。
楊潤雄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特
區政府正就國歌法本地立法做準備工
夫，而關於國歌教育，政府會聆聽社會
各界的意見，及配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諮詢工作，而長遠國歌法的具體內容則

需要多等一會，待政府推出正式條文。
他續說，有關中小學國歌教育的條

文，局方暫時沒有既定方向，主要是要
考慮原則問題，確立港人認識自己國家
的國歌是應有之義，而以什麼方法推
動、法例應該怎樣寫，政府會進一步慢
慢研究。

學校有經驗 運作不難
楊潤雄指出，目前中小學課程其實都

已經有教授國歌，還會提到國歌背景、
歷史等等，不論將來的法例如何，相信

學校在教唱國歌、解釋國歌等的運作上
不會有困難。
就有關BCA基本能力評估事宜，楊潤

雄指，局方仍在等待檢討委員會開會及提
交建議，期望能於3月內盡快作決定。
至於有關財政預算提出代繳文憑試考

試費，有傳聞指會吸引包括內地生等不
同人應考，他重申教育局現正和考評局
討論不同方案，在敲定計劃細節時，首
要必須考慮來屆2019年的學校考生，保
障他們能夠安心考試，亦不會影響他們
成績，這是重要的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不少長者或因
缺乏傾訴對象，容易出現孤單、空虛與無助的
負面情緒，若不及時處理，或會出現抑鬱甚至
是自殺傾向。74歲的梁婆婆表示，她大半生
為照顧家人奔波，現時因年老體弱及搬離熟識
的社區，開始出現抑鬱徵狀，幸而接受社區計
劃的小組治療後，學懂解難方法。有學者指
出，社會要關注長者精神健康，更要跨界別合
作，期望大眾能多關懷身邊人。
嗇色園主辦可聚耆英地區中心於2011年獲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開展為期兩年的「流
金頌社區計劃──愛生命．長者有明天」計
劃，引入加拿大「適應性懷緬治療」，並將之
發展為具本土特色的治療模式。
在計劃期內，中心為逾千名居於黃大仙及深

水埗區長者進行心理健康評估，跟進及治療
248名出現輕度至中度抑鬱徵狀者。
中心發言人表示，逾70%參加者從懷緬治

療中，成功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啟發自
身的解困能力，重建個人自信，紓緩抑鬱情
緖。中心於2015年再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
款逾250萬元，將計劃延續3年。
中心昨日舉行計劃分享會，並請來兩名長

者分享走出抑鬱陰霾的經歷。
68歲的李婆婆表示，因要獨力照顧患有認

知障礙症的丈夫，同時她亦受痛症困擾，故一
直面對很大的情緒困擾，惟接受小組治療後學

會尋找解難的方法及改變看待問題的態度，寄
語他人「不要把問題放大，並應思考如何解
決。」
74歲的梁婆婆因年老體弱及搬離熟識的社

區而出現抑鬱徵狀，及後接受治療重整心態，
認為計劃提供整理人生的機會，從回顧照顧者
的生涯中得到別人的認同，重拾個人自信。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總監樓瑋群表

示，適應性懷緬治療強調解決困難的懷緬功
能，透過回憶過去成功解決困難的經驗，改變
對壓力事件的評價從而應對生活困難以改善精
神健康。
她指出，本港長者不了解輔導服務，不接
受「情緒問題」是病，不願意求助，透過治療
小組有助讓他們學習放鬆，並與組員交流意見
及從中借鏡，有助解開心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上月
底發表財政預算案，提及會預留20億元
於未來10年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
若大圍街市安裝冷氣及改善工程計劃順利
獲立法會撥款，可在年底起進行為期18
個月的工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
示，租戶可享共10個月免租期，及不會
因工程而加租，但需要分擔電費及維修費
用。
陳肇始昨日下午到大圍街市視察，了
解安裝空調系統和改善工程計劃。
陳肇始於視察後會見傳媒，表示工
程若順利於今年暑假立法會休會前在
財委會獲得通過，可於本年底動工，
工程需時約18個月，其中首10個月內
部工程期間檔主不需要搬走，及後8個
月街巿需要關閉以安裝冷氣，租戶在
該8個月及完工後額外兩個月都豁免租
金。
陳肇始續指，街巿租金不會因為安裝

冷氣而增加，因為一般安裝冷氣時，政
府會負責安裝工程費用，而安裝冷氣
後，電費和維修費用由租戶分擔，表示
租戶都明白，實際額外費用則會因應檔
攤大小，每個街巿情況都有少許不同，
不能一概而論。

11街市達共識裝冷氣
預算案提出預留20億元在未來10年推

行街市現代化計劃，陳肇始又提到，食
環署已增設專責小組檢視本港公營街市
情況，了解可作優化及改善的地方，指
現時各區已有11個街市達成共識安裝冷
氣，會按部就班進行。

檔主盼發放恩恤金
街市魚販鄧先生直言加裝冷氣是好

事，但認為要負擔額外電費及維修費是
不合理，指大圍街市是公共街市，政府
應該支付冷氣維修費。

肉檔檔主張女士亦認同政府應分擔部
分維修費，又指街市封閉時雖然不用交
租，但沒有收入下擔心難以維持生計，
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在豁免租金外向租戶
發放恩恤金。
除了加裝空調系統外，大圍街市將同

時進行其他改善設施工程，除優化無障礙
設備、改善現有的暢通易達洗手間及安裝
摸讀地圖，也帶來對長者友善的環境，如
全新指示牌、更換燈光照明系統及加設座
椅，其他措施包括在貨物裝卸處加裝吸音
設施和翻新廁所設施等。

陳肇始視察小型掃街車
陳肇始昨日亦到大埔大美督村視察食

環署經承辦商新引入的全港第一輛小型
掃街車的操作情況，指施政報告提出了
要投入資源加強清潔環境，會採用自動
化技術提升效率，研究引入有助自動化
的清潔機械或技術。

學解困建自信 長者走出抑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近年本港
大學常被捲入政治漩渦，「搞事者」常搬出
所謂「言論自由」做擋箭牌，企圖美化違法
或不文明行為。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日出
席浸會大學62周年校慶酒會，以言論自由為
題發表演講，並提及浸大學生「佔領」語文
中心辱罵老師事件。他強調，言論自由並
非毫無限制，無論訴求多合理，都不能為
所欲為，又引述自己早年曾經處理一宗學
生不禮貌對待教授被處分而提出的司法覆
核，法院裁決時便提到「個人自由在有序
社會中才有意義」。
黃仁龍在致辭時表示，香港近年充斥
政治及法律紛爭，大學幾乎無一倖免，
置身風波之中，學生爭取的民主、人權
和自由，都是基本法所保障，但學生表
達意見時，應尊重他人和有同理心。
他提到今年初浸大有學生佔領語文中

心，令他想起自己於2001年，曾代表一
間大學處理的一宗司法覆核，當年有學
生不禮貌對待教授被處分，學生不服入
稟法院挑戰校方決定，最終被駁回。
他續指，當時學生認為就算無禮對待

師長，都不應阻止其表達意見的自由，
這令他感到驚訝。
黃仁龍引述法院當時的裁決指：「文

明的行為是任何現代社會所追求的，
『在特定情況下，人們可合法傷害對
方』是可惡的想法，正如有些人的觀
察，當堅持個人權利達到極致，會令社
會面對個人時失去防禦能力，個人自由
在有序社會中才有意義。」
黃仁龍表示，法治不能達至完全公

義，但人類歷史告訴大眾，當沒有法
治，公義亦難以實現，無人能夠凌駕法
律，政府亦不能漠視法律。

黃仁龍又提及終院對政總東翼前地案
的判詞，當中指出法庭會考慮公民抗命
動機，但行動必須和平非暴力。

錢大康：不容偏見損校政
浸大校長錢大康出席酒會時亦表示，

大學如同正義女神般蒙住雙眼，維持政治
中立，不容許政治偏見影響校政判斷，又
指大學會遵守符合法律、不損害他人權利
的原則，保障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黃仁龍告誡學生：言論自由非無限制

■黃仁龍（中）和錢大康（右）一同主
持浸大校慶酒會慶祝儀式。 浸大供圖

■陳肇始與肉檔檔主張女士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陳肇始視察全港第一輛小型掃街車的操作情況。

■梁婆婆(中) 、李婆婆(右) 。 受訪者供圖

楊潤雄：學生識國歌是應有之義

大圍街市若翻新 料免租10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