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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公眾諮詢下周結束，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對土地供應規
劃意見。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東大嶼都會
每呎造地涉及約1,300元，估計最終造地成本
為1,500多億元，會研究若再增加發展棕地，
新界能否承受更多人口，還是東大嶼都會計劃
會是更好選擇。
昨日有出席市民表示反對填海，並反對發
展郊野公園邊陲。黃偉綸表示，政府成立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不代表會停止研究填海的可行
性，但目前仍未到「要倒沙泥落海、不可逆
轉」的地步。
他又說，政府對發展郊野公園邊陲仍然未
有定案，會等待房協於明年完成在元朗大欖及
沙田水泉澳邊陲地段興建房屋的可行性研究，
再加以考慮。

黃偉綸：每呎造地約1300元
有意見質疑填海會否涉及「天價」，黄偉
綸回應說，東大嶼都會相關海域相對淺水，水
深約4米至8米，每呎造地涉及約1,300元，
與新界收地成本相若，最終造地成本為1,500
多億元。

再增拓棕地 新界能否承受人口?
他指出，目前新界交通基建壓力很大，塞
車情況嚴重，已規劃的古洞北、粉嶺北及洪水
橋新發展區，會令新界增加大量人口，當局會
研究若再增加發展棕地，新界能否承受更多人
口，還是東大嶼都會計劃會是更好選擇。
黄偉綸提到，數據顯示全港私營單位數目

多於公營房屋，是歷史遺留的現象，近年政府
已經偏重發展公營房屋，去年新覓的26幅用
地，當中超過八成都是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會上有多個團體促請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

球場建屋。香港高爾夫球總會行政總裁賴以尊
說，本港的高爾夫球場地不只讓會員打球，亦
是青少年隊的訓練場地，若貿然收回將影響運
動發展。
他堅決反對收回球場，否則會影響高爾夫
球運動的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希望各界
正視私人體育設施對體育的貢獻。
對於早前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政府傾向不
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發展房屋，黃偉綸否認當
局有對外發放相關消息，他不會評論有關的報
道。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在會上表

示，小組稍後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初步觀
察」，會就社會討論較多的選項鋪陳支持及反
對等意見。他強調小組不會有立場，盡量希望
持平和公開，並會公開最終報告、原始文件及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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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左一）指，東大嶼都會計劃估計成
本約1,5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適用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住宅發售計劃（11個項目）

健康村第一期、健康村第二期、祈德尊新邨、 家維邨
偉景花園 、 樂年花園 、 茵怡花園、 景新臺
寶石大廈 、 翠塘花園 、 啟德花園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10個項目）

宏福花園、叠翠軒、晴碧花園、旭輝臺、雅景臺
悅海華庭、浩景臺、 芊紅居 、欣圖軒、悅庭軒

註：21個項目的單位總數約有19,000 個，符合參與是
次計劃的單位則約13,000個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我來香港工作8年有餘，親歷香港發展變
化，感受到她獨具特色的魅力，身邊親友
也多次來港，談論最多的便是「港味」。

港味是什麼？最通俗的理解即是「香港的
味道」。中文博大精深，「味道」已不再局
限於飲食之用，傳遞的是一種時間的沉澱，
彰顯着文化與精神的魅力。來香港時日不
短，無論是聽他人之言，還是一己之見，都
覺得無法盡釋香港的味道。我對「港味」的
感悟融匯在飲食、休憩和工作裡。

「「港味港味」」在餐桌上在餐桌上，，包容並蓄包容並蓄。。無論是
以「五滋六味」聞名的粵菜，還是街頭小
巷各類小吃，都讓人印象深刻。煲湯，是
夫人到香港後學到的第一手技能，鄰居
「阿姐」人很熱情，也是個美食家，夫人
時常去請教各種食材的搭配和湯的功效，
然後到菜市場採買食材，回來煲出一鍋靚
湯，甘甜可口，於是，全家人都有了嘴

福。飲茶，則讓人體驗到生活慢下來的樣
子，一壺清茶、二三小點，家人朋友慢慢
吃、慢慢傾，偷得浮生半日閒。拼桌，是
到香港後才慢慢習慣的，和家人外出吃
飯，時常會安排與他人同坐一枱，從最初
的不解、尷尬到習慣，各吃各飯，別有風
味；有時會遇到一對遊客，興奮地細數香
港的一路風景，讓你有種身臨其境的感
受。這種包容、共用隱含在人們日常生活
裡！

「「港味港味」」在自然裡在自然裡，，和諧相處和諧相處。。香港島
嶼眾多，登山徑甚多，行山是香港人常見
的一種休閒方式。閒暇之餘，我會約三五
好友一起行山，總能遇見新的風景，途中
時常會遇到登山者友善地點頭招呼，會見
到親子團上山做科教活動，會在中秋節遇
到提燈的人群上山賞月。行山的時候，思
緒放空，視野開闊，親近大自然的味道，
身體、心情得到了極大的舒展！山不動，
人常變，如果山能講故事，一定能講述得
比這世上的任何一本書都要有滋味得多。

「「港味港味」」在城市在城市「「森林森林」」中中，，生機蓬生機蓬
勃勃。。香港大廈林立，井然有序。使用幾十
年的寫字樓，室內地面、牆面卻光亮如
新，各種設施設備維護運行得很好，這得
益於香港人日復一日的精心保養。有時你
會發現一牆之隔冒出一個全新的地盤，樓
層每天都在升高，外層圍封保護措施周
密，對周邊人群的正常通行及生活環境影
響很小。這座城市的高速發展更源自於建
設者的高效管理和工匠精神。

「「港味港味」」在老店裡在老店裡，，雕刻時光雕刻時光。。香港是一
個充滿着融合歷史與現代的地方。老店，其
貌不揚，夾雜在大街小巷，你可別小看這路
邊任何一家小店，有的已有幾十年的歷史，
其獨特的味道在於你能看到熟客和店家一同
經歷歲月和歷史的印記，他們得以存續，其
實是與這一方人們生活與念舊的相輔相成。
繁榮的中環，是金融中心，更有懷舊的石板
街和喧囂的蘭桂坊；熱鬧的銅鑼灣，是購物
天堂，還有舞火龍祈福的大坑福地；潮流湧
動的尖沙咀，是文化中心，還有璀璨的星光

大道和古蹟鐘樓，讓人體會時空穿越的交流
和碰撞。之前曾調侃，香港的一條路甚至是
一座建築的外層色，可能若干年後都還是那
個樣子；香港的活動，若干年後去看還是那
個熱鬧勁、那個舉辦方式，這是否也可以說
明香港的「老」文化，源自於初心和傳續。

「港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市
場的快速變化還是工作能帶給你的不斷挑
戰，都讓你迅速提升自己，並且學有所
得。近些年，香港學習說普通話的人越來
越多，關注高鐵、港珠澳大橋、粵港澳大
灣區的人越來越多。雖是頗具特色的「港
普」，灣區建設等也才剛剛起步，但他們
激情蓬勃，按捺不住對未來的憧憬。這裡
有他們對未來創業的美好願景，更有他們
對祖國的熱愛和情懷！

香港回歸祖國21年，金融、航運、貿易
等始終在全球營商環境中領跑，「一國兩
制」成功實踐，東方之珠風采依然，更加
煥發青春活力。這裡是飲食購物的天堂，
是金融貿易的大區，是自然風光的保留

地，是多元文化的匯集地。這裡從來不會
拒絕任何人，所有人都在奮鬥，你若不
追，便跟不上她的步伐！你若努力，這裡
的景色和生活，也會一直「不變」地守候
你！「港味」遠不止此，在這裡生活得越
久，觀察得越細，感觸越深！每一個明
天，請你拋棄所有的固有印象，去尋覓並
感受一次新時代的「港味」。

「港味」漫談
行財部 陳敦洲

■「港味」在餐桌上，包容並蓄。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超強
颱風「山竹」襲港後，街道滿目瘡
痍，本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停課兩
天，校方忙於善後及清理工作。昨
日首天正式復課，但由於部分街道
仍有大量塌樹未及清理，有學生需
翻越「叢林和障礙」才能抵達學
校。北區有小學約 100 名學生遲
到，校方表示會彈性處理上課時
間，予以諒解。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指復課情況大致順利，昨晨的情況
可以接受。截至昨日下午六時，尚
有4所中小學及3所幼稚園表示今日
繼續停課。
昨日大部分學校均已復課，但「山

竹」橫掃校園留下的痕跡仍然隨處可
見。位於新清水灣道的聖若瑟英文中

學，校外一段近平山的行人路是學生
上學的必經之路，昨早仍見大型塌樹
擋住去路。
該校派老師和學生領袖駐足塌樹附

近，勸喻學生改行彩興里，再轉入內
街到學校。不過，待兩人回校後，途
經的學生大多選擇穿過塌樹堆回校。
昨日下午3時半左右，阻擋道路的

大樹已被清潔人員移走，學生放學時
暢通無阻。

男拔生助清理校園街道
上水鳳溪創新小學昨早有約100名學

童遲到，其中兩部跨境校車遇上塞車。
校方指早前已通知家長會彈性處理復課
日的上學時間，也諒解部分同學或因交
通問題而遲到。

位於旺角的拔萃男書院校舍遭到嚴
重破壞，大樹倒進泳池內，玻璃碎撒
滿一地，校方組織學生幫忙清理校園
和街道，培養學生責任感，中學部約
1,500人與老師利用早上兩堂課做清
理工作。
楊潤雄昨日下午到黃埔花園兩間損

毀較嚴重的學校視察，他指經修葺破
窗及進行其他主要工程後，其中一所
學校可於今日復課，另一所學校預計
於明日復課。
他強調，學生的安全是首要考慮，

局方不會強迫學校復課，如有個別學
校有需要繼續停課一天或兩天，會實
際考慮情況後，一同作出這個決定，
若學校仍遇到很大困難，教育局會全
力協助學校。

翻越塌樹返學 校方體諒遲到生

◀男拔學生積極參與「山築行動」。
Diocesan Media fb圖片

▲聖若瑟英文中學門口阻擋道路的大
樹於昨日下午已被鋸開一半移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房協獲地政總署批出所需的豁免書，
以先導計劃方式推出「未補價資助

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容許合資格業主
將其未補價單位內的睡房出租，以增加過
渡性住屋供應。

業主須保留一睡房自用
參與計劃的單位必須設有兩個或以上
的睡房，業主必須保留其中一間睡房自
用，每間出租睡房必須以一整間形式租予
一個租戶，單位內的廚房和浴室須共用。
租約將為期兩年，首年屆滿後的任何
時間，業主與租戶均有權以書面形式向另
一方給予兩個月通知以終止租約，若租戶
在租約期內獲房委會或房協成功分配公
屋，亦必須提前終止租約。

擁業權滿10年 無任何僭建
申請出租計劃的業主，必須擁有單位

的業權滿10年或以上；單位未補價，並
沒有持有有效的住宅發售計劃第二市場
「可供出售證明書」；單位內沒有任何僭
建物，而屋宇署未有就單位發出「警告通

知」或「命令」，如已獲撤銷則除外。
至於租戶申請者，必須持有效房委會

公屋申請編號，並獲登記3年或以上的一
般申請者；或持有房委會配額及計分制下
公屋申請編號，並獲登記達6年或以上的
非長者一人住戶。
合資格的業主和租戶經審核後，將分

別獲發「合資格出租證明書」和「合資格
租住證明書」，其後雙方可自由進行配
對，包括透過地產代理完成租賃程序。租
金則由業主和租戶雙方協議釐定，並必須
使用由房協擬定的標準租約。
業主和租戶需於簽訂租約後兩星期內

將「已簽訂租約通知書」交回房協。

涉21項目1.3萬單位
房協表示，出租計劃適用於21個資助

出售房屋項目，符合參與計劃的單位則約
1.3萬個。
房協行政總裁黃傑龍表示，希望透過

計劃善用現有房屋資源，為正在輪候公屋
的基層提供改善生活環境的過渡性住屋選
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公屋輪候時間突破歷史新高，不少申

請者被迫住在「貴、細、擠」的惡劣環境。房協昨日宣佈推出「未補價

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讓轄下資助出售房屋合資格業主，將未補價

單位內的個別睡房分租予合資格租戶，作為「暫租住屋」，為輪候公屋

逾3年基層人士改善生活環境。計劃昨日起接受業主申請，租戶申請則

預計於下月底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房協昨日推出「未補
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有立法會議員反應正
面，但擔心租金追貼市價減少租住誘因，建議政府規
管租金水平，考慮向參與計劃的租戶提供租金津貼，
並放寬業主將整個單位出租。公屋聯會則建議房協在
計劃實施一段時間後作全面檢討，研究促成房委會釋
放約25萬間未補價居屋作分租。

柯創盛樂見房協「出租計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柯創

盛表示，樂見房協推出「出租計劃」，為輪候公屋的
基層市民提供多一個住屋出路。不過，他認為，香港
環境擠迫，業主或租客均傾向有較多獨立空間，共住
對婦女或單親家庭也不太方便，建議房協放寬計劃，
容許業主將整個單位出租，相信可以增加租盤。

鄭泳舜：租金近市價欠吸引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阿舜）則指，現時劏房
的市值租金不低，若「計劃」租盤以接近市價出租，
可能高達4,000元，對劏房戶吸引力不大。
他認為免補地價出租資助出售房屋某程度是一種「優

惠」，業主的租金水平應受到規管，不宜以市值出租，
並希望政府應考慮向參與計劃的租戶提供租金津貼。
公屋聯會支持房協試行計劃，指符合計劃的單位約

有1.3萬個，若能釋放部分單位作出租之用，相信能夠
改善部分基層市民的住屋環境，在劏房以外有多一個
住屋的選擇。
該會並建議房協在計劃實施一段時間後作全面檢

討，總結成效，下一階段應展開研究，促成房委會釋
放約25萬間未補價居屋作分租，提供更多適切的出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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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發售計劃其中一項目：景新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