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新修訂的「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下稱「職津」)推出首6個月，共收到約4.5萬
個申請，當中有1.6萬個是首次申請，有機構訪問209
名首次申請人士，發現6.2%申請者因文件繁複而放棄
申請。
即使成功申請者都大部分用於繳交房租，形容在子女

教育及日常生活開支方面反而要「慳」一點，期望能讓
居於劏房的家庭有額外的租金津貼，減輕他們的經濟負
擔。有社工表示，申請者在遞交工時及工資證明上有難
度，因為他們多為兼職或散工，期望政府簡化部分申請
程序。

經濟困難多節省食物開支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今年6月至9月期間，訪問209
個首次申請「職津」的基層家庭，44%的受訪者居於劏
房、24.9%居於公屋、17.7%居於寮屋，而二人家庭每
月收入中位數為12,000元，三人家庭為16,300元，四
人家庭為17,000元。
67.5%的受訪者表示，家庭過去一年出現經濟困難，
而他們應對方法包括節省食物開支(53.2%)、向親友借
錢(48.9%)、減少社交開支(36.9%)、節省子女活動開支
(22.7%)，更有向銀行借錢(12.8%)。
社工文思懿表示，在租住私人單位的受訪者中，有

98.4%表示租金對家庭經濟有負擔，當中居於劏房或寮
屋又成功申請津貼的家庭，68.8%會將津貼金額用於支
付租金，其次是子女教育(59.4%)及食物(45.3%)，較居
於其他居所的人，將津貼金額用於支付租金的比例為

高。她續說，租住公屋並領有津貼的家庭，則將逾60%
津貼用作支付子女教育開支。

文件交足4次 仍未知結果
不過有6.2%「職津」申請者因文件繁複而放棄申

請，阿好在今年8月開始申請「職津」，至今已有2個
月，遞交文件都有4次，但仍未得悉申請結果。
她表示，「職津」辦事處職員不時在她上班時間打電

話予她，要求她補交文件，如銀行月結單作入息證明，
但早前她已遞交銀行存摺簿作為證明。職員並要求她補
交兒子暑期工的員工合約證明等，她認為要求繁複且感
覺煩厭，有不被信任之感。她補充，如果職員再致電予
她要補交文件，寧願放棄申請。
成功申請「職津」的阿梅表示，她與18歲、讀高中
的女兒居於劏房，租金6,000多元，而她任職商場理貨
員，月薪為8,000元至9,000元，直言入不敷支，只好
將津貼用於租金，並要靠食物援助來解決生活開支。她
期望「職津」可以多加一項租金津貼予租住私樓的家
庭，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社工盼簡化申請程序
社工文笑珍說，普遍受訪者認為「職津」對他們有幫

助，但是對於租住私人樓宇的基層家庭，他們多將津貼
用於住屋開支，其次才用於子女教育，未能達到紓緩跨
代貧窮的原意及目的。
她續指，申請者在遞交工時及工資證明上有難度，因

為他們多為兼職或散工，期望政府簡化部分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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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津」文件繁複 散工難申請

健波甘當「醜人」冀「明嶼」速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

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建造面積約1,700公頃
的人工島，政府最快明年首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前期
規劃和工程研究。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昨晨出席
電台節目時重申，財委會只需十多小時應可完成審議計劃
的前期研究撥款，直言劏房戶正處於水深火熱，「不能令
市民安居樂業就係廢」，冀議員不要浪費會議討論時間。
陳健波表示，本港目前可發展的土地少、樓價貴，成

為市民安居樂業的「頭號敵人」，填海造地是最能直接
解決香港土地短缺問題的方法，其他如發展棕地等都很
間接，故對處理填海相關撥款時，他抱的不是「心
急」，而是「焦急」心情。

嚴按議規辦事 討論時間充足
他坦言，就算自己擔任主席，也不可能「隻手遮

天」，又表明無論「中環」還是「西環」，即特區政府
和中聯辦，都沒有指示其做事，他只會嚴格按照議事規
則行事，並預留充足時間讓議員討論。
陳健波估計，財委會只需十多小時已足夠完成討論，

如果議員能提出有質素的提問，不排除會給予「多少少
時間」讓議員辯論。且今次只是討論一個初期的研究報
告，10多小時已是一個正常、普通議案所用時間的10

倍，並已佔每年度共百多個小時的財委會會議的十分之
一。
他認為，議員若對該初步方案有疑問，可先透過傳召

官員及書面形式向政府查詢，再預留尖銳問題在會議上
提問，而非圍繞相似問題不斷爭論。

財會處理事件 並非拉布平台
他並提醒議員，若要政府改變態度，便要提出清晰理

據，因財委會並非拉布的平台，而是處理事件的平台，
又認為即使人工島或面對天氣變化影響，都可透過科技
創新方式來解決，且填海需花費不少金錢和時間，需要
有把握和具肯定性的方案。
身為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明白不應高調討論，但

認為現在面對的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寧願做這個「醜
人」，直言「我寧願俾你鬧，覺得十多年後你一定會讚
返我」，又強調會在會議上按規矩做事，且有制度監
察，自己是主席也不能投票，市民不必擔心。
政府提出發展大嶼山的「明日大嶼願景」，涵蓋中部

水域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
大嶼山北岸和屯門沿海地帶，包括重新規劃後的內河碼
頭區和龍鼓灘等多個發展區，並配以一套全新的運輸基
建網絡貫通各區。

近半港人精神不健康
今年指數插水 機構指工時長是「傷神」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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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2018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昨

日公佈第七屆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

查結果。委員會委託中大於今年6

月12日至29日電話訪問了1,007名

15歲以上市民，發現今年港人健康

指數為50.20分，低於合格水平52

分，亦大幅低於去年的59.75分。

調查機構指情況令人憂慮，政府和

有關部門應多管齊下改善市民精神

健康。機構並認為工時過長、缺乏

家庭樂是影響港人精神健康主要因

素，建議港人每天至少花10分鐘與

家人進行娛樂活動。

醫局薦高拔陞接任行政總裁

「精神健康月」調查由多個復康組織及
公營機構每年10月進行，希望了解

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喚起更多人關注精神健
康。本次調查發現47.9%受訪者精神健康不
合格，38%精神健康可接受，僅14.1%精神
健康良好。

單身待業精神健康較差
委員會指出，相對於其他組別，年長、
已婚、家務料理者或有子女受訪者精神健
康較好，單身（46.65分）、待業（37.40
分）或沒有子女的受訪者精神健康顯著較
差。相對毋須工作者，在職受訪者精神健
康較差，當中僱員精神健康最差（48.8

分），其次是僱主（49.44分）和自僱人士
（51.19分）。
至於哪些生活範疇對精神健康的負面影

響最大，42.4%學生認為是學業，31%在
職者認為是工作，23.1%認為是身體狀
況，22.3%認為是個人前途。
遇到困難時 38.5%表示會積極應對，

39.8%會向身邊人求助，25.8%作運動釋
壓，2.8%選擇逃避。
精神科專科醫生及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麥

永接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猶如手機電
池瀕臨耗盡。生理上會出現極度疲倦、虛
弱、失眠、頭痛等；認知上會注意力不集
中，工作和思考效率下降等；情緒上會煩躁
易怒，焦慮緊張；思維上對工作意義和自我
評價下降，工作變消極及有辭職想法；行為
上和同事和上司關係變緊張，極端情況會出
現自毀傾向。
麥永接認為，本次調查情況令人憂慮，政

府和有關部門應多管齊下改善市民精神健
康。調查發現受訪者與家人相處，及處理家
庭事務所花的時間，與精神健康有顯著正向
關係，政府和工商界應積極推行家庭友善計

劃，讓市民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
他又說，逾六成受訪者工時超過國際勞工
組織建議每天最多8小時，港人各階層平均
工時都大約9小時，可見工時過長是香港普
遍問題，影響港人精神健康。政府應盡快推
行最高工時立法。

畫家跑出困局 盼世人勿標籤
中四時曾患思覺失調症的年輕畫家廖小姐

表示，當時沉重的學習壓力讓她感到窒息，
出現各種可怕幻覺。她於是用筆將可怕幻覺
畫下然後丟棄，終於自行走出精神偏差，之

後更以獨特畫風，成為一名職業畫家，有了
自己的工作室。但工作十年後，日漸繁重的
工作室業務令她再度出現精神偏差，於是開
始練長跑，終於令精神好轉。她希望世人別
為精神疾病標籤，這也只是日益普遍的疾
病，只要及早求助、積極治療，也能痊癒。

▲廖小姐分享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精神健康月籌委會公佈今年港人健康指
數，左起：馬天容、麥永接、朱崇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
於今年4月宣佈，明年11月約滿後將不再續約。醫管局
早前已成立委員會，展開全球招聘程序。有傳媒昨日報
道，醫管局於上周四的內務會議期間，通過由現職醫管
局聯網服務總監高拔陞接任行政總裁一職，他是由4名
候選人當中脫穎而出，惟最終決定仍需交由政府「拍
板」通過。

梁栢賢最快明年7月底離開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於今年4月宣佈，明年約滿後
將不再續任，醫管局隨即展開招聘程序。扣除假期後，
梁栢賢最快於明年7月底離開。

現年53歲的高拔陞，1990年於港大醫學院畢業，後
成為老人科專科醫生，1999年取得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內科醫學院院士資格，2008年調任醫管局總辦事處，
先後擔任總行政經理（策略、服務計劃及知識管理）、
質素及安全部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他
於2014年起出任新界西醫院聯網總監及屯門醫院行政
總監，今年4月接替退休的張偉麟出任聯網服務總監。
梁栢賢則於2003年「沙士」後協助成立衛生防護中
心，並擔任第一任總監，至2007年借調醫管局出任質
素及安全總監，帶領新成立的質素及安全部推動策略性
改革，以提升機構管治和加強病人安全，並於2010年
11月獲委任為醫管局行政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