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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節，美侖美奐的佈置、熱鬧的街道，為大街小巷

注滿濃厚節日氣氛。同一天空下，節日的快樂又有否飄到

弱勢社群身邊？有學童因家中沒有電腦，要經常到公共圖

書館做功課；有一家四口居於70呎劏房多年，申請公屋6

年仍未能上樓；有疾病纏身的長者，希望政府增加醫療券

金額，以應付日常的支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是不爭

的事實，長者、劏房家庭及貧童面對貧窮問題各有苦況，

他們或許不敢思考如何歡度節慶，只能許下願望，再靜候

特區政府為他們「報佳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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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公營房屋供應嚴重不足，「3年
上樓」目標淪為空談。根據房屋委員會
數字，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為5.5年。從事裝修工程的彭先生輪候
公屋已近6年，劏房租金已佔家庭總收
入的三分之一。他批評政府對劏房基層
視而不見，要求盡快增加過渡性房屋供
應，「讓我們有個安樂的家。」
彭先生住在劏房多年，在首名小孩出

生後申請公屋，希望組織一個小家庭，
惟至今仍未能上樓。今年第二名小孩出
生後，一家四口繼續擠住在約70方呎
的深水埗劏房，廚房及廁所亦需要與其
他租戶共用，月租5,000元。
他說，妻子主力照顧家中的小孩，家

庭的經濟重擔由他一力承擔，但每月的
收入僅13,000元，「租金貴、水電貴，
N無人士……津貼都沒有了，政府對我
們（劏房戶）視而不見。」

租金開支超過入息三分一
他說，上一個住所亦是劏房，惟每年

亦會被業主要求加租，兩年前不敵加租
壓力，搬到現住的劏房。他續說，雖然
現時居所暫時未有加租，但最希望可以
有一個穩定、安樂的家。
他坦言，政府推動過渡性房屋可以紓

緩輪候公屋人士之苦，惟現時相關措施
仍存在不足，「希望政府做好過渡性房
屋工作，不要只『做一半』，應盡快發
掘多一些過渡性房屋供應，以解劏房戶
之苦。」
同樣住在深水埗劏房的方先生是一名

保姆車司機，育有一名11歲的女兒，
每月收入為14,000元，當中4,800元用
作繳付房租。他坦言，最大壓力來自租
金，故一年多前開始輪候公屋，希望盡
快上樓。他說，雖然自己輪候時間不
長，但亦希望政府為公屋申請者提供租
金津貼，一解燃眉之急。

劏房戶求安樂窩
促建過渡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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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姐妹：想有電腦做功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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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贏在起跑線」，近年不少
家長豪擲千金，投資小朋友的未

來。同一天空下，有小朋友因家境問
題，未能報讀心儀的舞蹈興趣班，只好
透過YouTube來自學。不過上網對她而
言亦非易事，一部電腦是她的聖誕願
望，亦可能是她最大的奢望。
今年就讀中一的樂儀，與媽媽及8歲

的妹妹樂童住在柴灣一個公屋單位。
她說，媽媽需要獨力照顧她倆的日常

生活，所以沒有時間工作，一家三口只
能依賴綜援維生，「雖然一日三餐可以
解決，但我們每日4時半便要吃晚餐，
那其實是媽媽午餐時一次過煮的，睡覺
前肚餓只好吃餅乾。」
樂儀坦言，明白媽媽的經濟負擔很

大，即使很想學跳舞及鋼琴亦不敢說出
口，「小學三年級時有學過一段時間舞
蹈，那時候5堂收費逾4,000元，後來媽
媽說太貴了，我便主動提議不再學。」
她憶述，其實心裡十分希望可以繼續
學下去，後來發現網上平台有不少舞蹈
教學，想到可以自己學習，便沒有那麼
難過了。
不過，樂儀說家中沒有電腦，所以每
星期亦會到公共圖書館3次，除了觀看
舞蹈的教學，更多是應付學業所需。她
直言，學校規定使用網上智慧平台，加
上不少功課亦涉及電腦，故已習慣穿梭

於圖書館。
她提到，有一次適逢周四圖書館閉
館，老師卻給予一份需要利用電腦完成
的功課，結果翌日無法準時交功課，只
能眼白白被老師在手冊上寫下「欠交」
二字，「很無奈。我也有和媽媽提出想
買電腦，但她說要先儲到錢。」

盼設課後學習券
現時綜援金額是基於政府在1996 年

進行的綜援檢討，並設有按年調整的機
制，惟不少人批評金額已偏離基層市民
的消費模式。
樂儀表示當年並沒有電腦等科技品的

需要，故現時的綜援金額並不足夠。
她希望政府重新檢討綜援計劃，並重新

制定符合現今社會需要的金額。她又提
到，妹妹喜歡畫畫，希望政府設立課後學
習券，讓她們可以培養自己的興趣。

■樂儀、樂童姐妹的聖誕願望是可以添
置一部電腦。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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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大，機器壞。年邁長者的身
體機能會自然退化，也較易患上各
種疾病。政府在2009年推出長者醫
療券試驗計劃，為長者提供財政誘

因，選擇最切合他們需要的私營醫療服
務 ，至今已成為恒常措施，每名65歲
或以上長者每年可獲2,000元的醫療券
金額，今年更獲發一次性質額外1,000
元醫療券。有長者形容醫療券是德政，

建議政府將恒常醫療券金額增加至3,000
元。

公院排3年私家收費貴
人稱「康仔」的李永康外表看起來十
分有魄力，說話時中氣十足，事實上卻
已屆77歲高齡。他坦言，年老自然病痛
較多，平均每個月亦要「探醫生」，舊
患如血管閉塞、腰骨問題等一直纏繞自
己，「去看公立醫院的專科要排隊排3
年！私家醫生收費貴，物理治療每次也
要700多元，幸好有醫療券，至少可以
一痛就去睇。」
他續表示，自己不時也會傷風感冒，

如果到急症室輪候時間動輒數小時，有
了醫療券後，他便傾向到私人醫務所求
診，認為方便不少。不過，他強調，現
時每年 2,000 元的醫療券金額並不足
夠，最少也要如今年般發放3,000元，
才足以應付日常的需要。
他笑言年年通脹，希望政府亦年年檢
討醫療券金額，以切合長者的需要。

長者冀醫券年發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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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建議預算案扶貧措施
貧窮兒童方面

■增設1,200元貧窮兒童學習及活動津貼

■加強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支援及津貼

貧窮家庭方面

■放寬在職家庭津貼申請資格及工時限制

■全面檢討綜援計劃

■向劏房戶每年發放4,000元津貼

■設立100億元基金支援過渡性房屋及社會房屋計劃

貧窮長者方面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加強基層健康及長者醫療券等支援

■豁免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65歲以上長者的醫療收費

■容許「與家人同住長者」獨立領取綜援

資料來源：社區組織協會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彭先生（左）及方先生同為劏房住
戶，大呻租金昂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攝

■康仔希望醫療券年年「加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攝

■■社協建議預算案向劏房戶發社協建議預算案向劏房戶發
放紓困津貼放紓困津貼。。圖為八口之家住圖為八口之家住
於百呎的劏房戶於百呎的劏房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將於明年2月公佈，政府正就此諮詢公眾。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昨日提出多項建議，要求政府加強扶貧措施
及資源投放，並將公共總開支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百分比增加至25%，即大約1,000億元。相關建議包
括向劏房戶發放4,000元津貼、增設1,200元「課後
學習券」、增加醫療券金額，以及全面檢討綜援等。

指現時扶貧政策不到位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批評，政府現時的扶貧
政策不及格、不到位，最新公佈的《2017年香港貧
窮情況報告》反映不同貧窮人士組別的情況有所惡
化，例如政策介入後兒童貧窮率由2016年17.2%升
至17.5%，故社協期望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可加強扶貧
措施及資源投放。
協會幹事施麗珊強調，政府現時已累積11,000億

元的財政儲備，絕對有能力加強對基層的財政支援。
她提出，政府可將公共總開支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百分比，由20%增加至25%，即增加約1,000億元，

用於社會福利、衛生、房屋等各項惠民工作上。

劏房年津4000元
針對劏房基層，社區組織協會建議向居於分隔單
位的基層家庭成員發放每年4,000元紓困津貼，並設
立100億元的基金支援各類型過渡性房屋及社會房屋
計劃。針對貧窮長者，協會建議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豁免領取長生津的65歲以上長者的醫療收費、提高
醫療券金額等。
面對一些工時及收入不穩定的基層家庭無法受惠於在

職家庭津貼，協會希望增加津貼額及放寬申請資格，例
如放寬工時規定及改善計算方法，並設立社區託兒券及
學校託管，令婦女可外出工作增加收入。

設課後券1200元
協會又建議，增設1,200元的「課後學習券」，為

貧窮兒童提供學習及活動津貼，以及加強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支援及津貼等。
社協並建議全面檢討綜援計劃，以基本預算模式

重新釐定綜援津助水平，並放寬綜援工作豁免入息上
限規定。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無任何
打算全面檢討綜援，但樂意聽取各界意見，並探討如
何優化現有的制度。吳衛東表明感到失望，批評只不
斷個別聽取意見，卻沒有具體時間表，反問局方何時
才有交代及公佈結果。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提出多項建議，要求政府
加強扶貧措施及向基層投放資源。

社協促預算案增千億惠民扶貧

貧窮人口比較
分類

貧窮人口

貧窮率

18歲以下貧童

18歲至64歲
窮人

65歲及以上
貧窮長者

非綜援貧窮人口

註：數據為政策介入後

資料來源：2016及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2016年

99.6萬

14.7%

17.2萬
(佔兒童17.2%)

48.7萬
（佔此年齡層

10.3％）

33.7萬
（佔長者31.6％）

45萬

2017年

100.9萬

14.7%

17.7萬
(佔兒童17.5%)

49.2萬
（佔此年齡層

10.4％）

34萬
（佔長者30.5％）

46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