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善業彪炳 追思會座無虛席
韓正孫春蘭致送花牌 林鄭月娥王志民到場悼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熱心公益教育事業的知名企業家田家炳，於本月10日與世長辭，享年99

歲。田家炳基金會昨日為田家炳舉行追思會，全場座無虛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致送花牌悼念。國務院港澳辦及特區政府多個部門均送

上花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出席追思會。王志民向田家炳家屬轉達了韓

正、孫春蘭的慰問，讚賞田老一生愛國愛港、熱心公益、興學重教、悲憫天下的突出貢獻和高潔品格。

田家炳基金會於昨日下午3時30分，在
尖沙咀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生命的

賞讚——為田家炳先生感恩」追思會，大劇
院3層各入口外均擺放弔唁冊。
3層均座無虛席，不少市民到場悼念，向

田家炳作最後致意。門外亦放置電視及座
位，讓市民觀看直播。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
貞、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香港大學校長
張翔，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浸會大學校長
錢大康，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國家教育
部港澳台辦常務副主任徐永吉，廣東梅州

大埔縣委書記朱漢東等嘉賓及社會各界人
士約1,800人參加了追思會，表達對田家炳
先生的悼念和哀思。
追思會以基督教形式進行，場內熒幕投映

着田家炳的照片，旁邊擺放白色花圈。會場
派發場刊，內頁印有田家炳長子田慶先的悼
念詞。

兒：每收父家書涕淚交流
田慶先表示，父親的言行身教影響他一生

一世，當年他離家出國讀大學，父親經常在
百忙之中抽空寫上三頁至五頁家書鼓勵他

們，且複印3張副本分寄給他們在海外讀書
的兄弟姊妹，字裡行間親情流露，令他「每
次收信我都感動得涕淚交流，您的家書我仍
保留着視如珍寶」。

孫：爺爺一生揚善 影響深遠
田家炳孫女田曉嵐在追思會對爺爺致上敬

意及懷念，讚揚他一生博施濟眾，奉獻慈善
工作，活出精彩一生，又坦言對爺爺離世感
到不捨，但知道他可以從肉體中的苦痛解
脫，沒有遺憾。
田家炳孫兒田立仁表示，爺爺的熱心公

益令無數孩童得到教育機會，同時爺爺個
人對家庭的重視及節儉謙虛的美德，亦令
他們影響深遠。
田立仁又指，當他成為父親後，爺爺更不

時提點他，要好好培養小朋友的品德和修
養，他也漸漸明白爺爺教導他們的心意。
瀏陽田家炳中學學生孫曉表示，她無數次

聽她的老師、學校的領導講述田家炳先生的
事跡，一次又一次的動容。田先生說律己修
身，在她求學的過程中，田先生的事跡一直
激勵着她。
田家炳於1919年在廣東梅州出生，16歲

時喪父，輟學從商，肩負持家重擔，一度遠
赴越南、印尼等地經商；直至1958年舉家
定居香港，創辦田氏塑膠廠有限公司，從事
生產塑膠薄膜和人造皮革。
田家炳於1982年創立田家炳基金會，自

此長遠規劃慈善公益及教育捐資，2001年
時出售自住了37年的花園別墅，全數捐助
教育；2009年將家族持有的4座物業業權轉
贈予基金會，繼續推動教育，在香港、內地
開辦多所中、小學。
為讚揚田家炳的貢獻，特區政府於2010

年向他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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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香港一直存
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影響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
政府統計處推算整體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
工）在2022年間升至368萬的高位後，最後下降至
2066年的313萬。不過，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關焯照表示，受最低工資政策的影響，令更多
長者願意重新投入勞工市場。他保守估計，長者勞
動人口參與率將會在2039年攀升至22%，成為本
港勞動市場的救兵。
政府統計處在上年9月公佈最新的勞動人口推算

結果 ，發現香港勞動人口「見頂」的時間將會略
為延遲，由原先的2018年推遲至2019年至2022年
期間。
然而關焯照發現，政府統計處在推算65歲或以
上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時採用了一個非常溫和的上
升趨勢，例如在2016年至2022年期間，政府假設
長者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每年上升 0.2%，但在2011
年至2017年期間，香港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每年
平均升幅為0.8%，認為政府嚴重低估相關數字。
關焯照說，政府於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前部分

工種月薪平均少於1萬元，包括清潔及保安等，在
實施後大部分行業薪金亦有所上升。關焯照指出，
工資提升對長者而言是一件非常吸引的事情，他們
甚至會願意放棄空閒時間去重新就業。

關焯照表示，即使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將會在2039年才攀
升至22%，成為本港勞動市場的救兵，但政府應該重新審視現
行社會福利政策及延遲退休年齡，以支持勞動人口繼續增長。
他又稱，認為現時政府有財力及空間推動大型政策，如全民退
休保障。
關焯照續說，政府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知識型經濟的城市，不斷

向市民灌輸一定要讀到大學的思想，令到現在遍地都是大學生，
但他們的工資卻未見得有多高。他指，香港事實上是一個以服務
業為主的城市，很多職業工種不一定需要很高的知識水平，惟現
時普遍大眾思想覺得職業培訓的課程是不受尊重的，未能放下心
中成見。他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的職業培訓學校，與企業一同
合作去培育技術人才，這才有利於本港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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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有機構進行西區基
層住屋調查，以抽樣形式巡查了區內114幢大廈了解西區
的劏房情況，並訪問了74個居於分間單位的住戶，了解
基層街坊居於分間單位所面對的困境。調查發現當中近
400個單位被分間成超過1,100間劏房，每月平均租金約
5,100元，較九龍西區租金貴10.4%。研究亦顯示，受訪
住戶的每月收入平均約1.3萬元，租金佔收入約36%，比
起全港整體高12.7%。

區內舊樓近六成是劏房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昨日
就西區基層住屋及生活處境調查報告舉行發佈會，機構於上
年11月至今年6月期間，以抽樣形式巡查了區內114幢樓齡
超過25年的樓宇單位，發現有約五成六的樓宇有分間單位，
當中有393個被分間的樓宇單位，內裡共有1,117間劏房。
調查機構表示，港島西區有劏房的樓宇單位數量比原單
位數量平均多出38.2%，以一幢原有10個單位的的樓宇為
例，即現有13.8個單位，加重了消防設備及大廈電力的負
荷，對大厦構成安全及管理的風險。
調查結果亦顯示受訪住戶租金高居不下，平均租金達
5,116元，較九龍西區租金貴10.4%，受訪的74個西區劏
房住戶的每月收入平均數為12,014元，中位數為14,000
元，僅達2018年第一季全港所有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49.8%，低於扶貧委員會所訂立的貧窮線。

七成住戶被濫收水費近倍
在水費方面，調查指有73%住戶被濫收水費，平均數為

每立方米12元，按水務署以平均4人家庭每月用水量
13.65立方米為例，需繳82.1元，但是劏房戶則需繳163.8
元，需多付99.5%水費。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社會工作
助理謝子英指出，「今天的香港島，不是昨天的山頂」，
西區仍有一班基層市民捱苦。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住戶表示選擇留居西區最主要原因為
工作及子女就學，分別有33.8%及17.6%，同時根據調查
觀察所得，西區分間單位的需求增加，其中一因素是西區
有不少在港讀書的留學生，因大學宿位不足而需要租住劏
房，及有不少持工作簽證、在港工作的外來人口定居於此
等單位內。
調查機構希望政府正視市區舊樓宇的安全維養及管理，並
加強支援大廈法團、居民復修樓齡超過25年的樓宇，及落實
執行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等相關要求，並且協助有需要的
大廈改善管理質素。機構亦建議政府增建市區公屋，尤其在
港島西區，正視基層市民在市區的需要。並且促請水務署及
兩間電力公司為劏房戶裝置獨立水錶及電錶。

西區基層收入逾三成要交租

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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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同時面對不同問題，
包括租金不斷上升、業主自
定水電等，住戶可支配收入
處於低水平，不少西區基層
市民都表示感覺生活吃力，
難以肩負沉重負擔。
新來港人士潘太一家三口

居於西區一個80呎劏房單
位，每月收入合共1.5萬元，
她需要打兩份工，由早上6
點出門工作，到夜晚11點才
歸家。由於丈夫失業，經濟
重擔只能靠她一人支撐，需
要負擔8,000多元租金，以及

每月平均400元的電費、每
三個月付的800元水費，為
了節省開支，她寧願不吃早
餐，走路上班。
她哭訴，收入入不敷支，

自己亦經常因為工作而早出
晚歸，無法與現時4歲的女
兒溝通，女兒因而常怪責
她，而且與她日漸生疏，影
響親子關係。
另一名新來港人士梁太一

家三口居於西區一個需共用
廚廁的200至300呎大小的
劏房單位，月租8,500元，
丈夫收入為15,000元。她表
示一家已搬家3次，租金已
佔收入一半，目前3歲的女

兒常問她為何別人住的單位
較大，「為何我們要住爛
屋？」她流淚表示感到難
過，不知如何回答女兒。
她哭訴：「我們在這裡捱

日子，一日算一日，我們從
來沒有想過未來，亦沒有未
來。我經常失眠，想着不同
的問題。」
她表示小朋友體弱多病，

只有3歲就已住院5次，搬遷
次數不但較密，租金亦不斷
上升，可支配收入仍然很
低，感覺到生活壓力非常
大。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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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早餐行路上班 劏房戶嘆「無未來」

■■「「生命的賞讚生命的賞讚——為田家炳先為田家炳先
生感恩生感恩」」追思會座無虛席追思會座無虛席，，不少不少
市民到場悼念市民到場悼念，，向田家炳作最後向田家炳作最後
致意致意。。 中通社中通社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前排左三前排左三）、）、王志民王志民（（前排右前排右
三三））等出席追思會等出席追思會。。 中聯辦網站圖片中聯辦網站圖片

■■左起左起：：黃嘉儀黃嘉儀 、、謝子英謝子英、、冼昭冼昭
行行、、蔡鴻達蔡鴻達、、梁嘉敏梁嘉敏。。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鄺錦蓉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鄺錦蓉 攝攝

■關焯照(右)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嚴杏意 攝

■大廈鋼筋外露。 調查機構供圖 ■大廈外牆剝落。 調查機構供圖

■■追思會現場追思會現場。。
中聯辦網站圖片中聯辦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