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帆料公屋建宅量能追落後
指缺樓非朝夕可解決 只要供地充裕信可達標

王志民出席青少年軍總會4周年會慶晚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月4日晚，香港

青少年軍總會4周年會慶晚會在港麗酒店舉行，中聯
辦主任王志民應邀出席，並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港
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等一同主禮。香港青少年軍總
會會長戴德豐、主席陳振彬、總監黃永光等社團領
袖和青少年軍會員以及各界嘉賓300餘人參加。青少
年軍會員和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的學員現場
為嘉賓表演了軍體拳、器樂表演等精彩節目。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成立於2015年1月，現有會員
1,300餘人，是率先全部使用解放軍隊列步操的

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致力於為
青 少 年

提供訓練和服務，幫助青少年鍛煉健康體魄，磨礪
堅強意志，提高自律性、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
另據香港文匯報了解，大會於晚會上頒發2018年

度優秀團員等各個獎項，一眾團員亦演示軍體拳，
舉手投足之間展現出軍人風範；香港大學生軍事生
活體驗營的學員亦在晚會上演奏中西樂，展現香港
青少年剛柔並濟的一面。其中團員曾文希分享加入
總會後的得着及成長歷程，表示在總會多元化的團
體活動中不但收穫了友誼，更從訓練中磨練自己，
克服困難，亦學懂承擔責任。團員林琰汝亦表示總
會可讓團員透過累積社會服務時數減免各類活動的
費用，除可鼓勵團員積極服務社會，亦讓基層家庭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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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昨日發
表網誌，指近年來特區政府注資推
動上游研發、鼓勵中游科研技術轉
移，加上政策上的突破，促進了下
游科研成果轉化及落地，令本港有

機會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我們將會陸續迎來一
個又一個的『香港發明、香港驕傲』。」
楊偉雄在網誌開首提到，樂見由香港大學醫學院

教授及畢業生組成的初創企業Lifespans，以先進物
料研製出更宜修復長者骨折的內植物，在新加坡舉
行的一項深科技創業國際賽勇奪地區賽的第一名。
他指出，值得高興的不只本港的初創實力驕人，

更重要的是研發團隊積極投入應用性研究，成功地
再次實踐科研成果商品化。

資援120萬元 助初創企「起動」
他指出，香港學界的高水平科研能力，在逐漸完

善的創科生態系統下得到進一步釋放發揮。特區政
府透過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向本
地六所大學的教授、學生或校友團隊成立的初創企
業提供最多可持續三年、每年最高達120萬元的「起
動」資助。
他說，過去4年內獲TSSSU資助的初創企業，超
過一半成功獲得私人投資，證明本港大學的科研項
目有實力、有市場。
去年10月施政報告提出將每所指定大學的TSSSU

及技術轉移處的資助額增加一倍，分別最多有800萬
元，楊偉雄表示，創科局將於下周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尋求支持。此外，政府會透過向私營企業提供
300%的超級科研支出扣稅，鼓勵企業為本地創科提
供更多落地應用的機會。
他又指，政府會在未來5年每年舉辦「城市創科大
挑戰」，徵集生活議題的創新解決方案，獲選方案
有機會在公營機構試驗，第一輪比賽預期將於今年
下半年啟動。
楊偉雄提到，政府將於4月成立「智慧政府創新實
驗室」，提供平台讓初創及中小企業與政府部門配
對合作，合適的技術和產品將獲安排進行測試，促
進應用，加快引入資訊科技改善公共服務。另外，
政府會在同月實行新採購政策，加大創科因素比
重，為研發成果轉化提供「落地」條件，為本地初
創及中小企業創造更多商機。
他在結尾形容，香港的創科前景「非常光明」，
強調香港將會陸續迎來一個又一個的「香港發明、
香港驕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任港島東
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表示，正與港島西醫院
聯網商討，港島3間醫院計劃下年度起合
作，共同提供24小時「通波仔」服務，以
減輕每間醫院各自推行構成的壓力，並強調
會確保有足夠人手應付才推行。

針對夜間突發手術需求
陸志聰昨日與傳媒茶敘時透露，所提供的

24小時「通波仔」服務，主要是針對夜間的
突發性手術需求，位於香港島的瑪麗醫院、
律敦治醫院及東區醫院的心臟科醫生會輪流
通宵當值，以提供服務，屆時當值醫生會即
時前往病人所在的醫院做「通波仔」手術，
又或會把病人轉送到當值醫生所在的醫院，
預計有關的計劃可在2019/20年度落實。
而3間醫院的日間及已預約之手術則會繼
續由該醫院處理。他又指，醫院之間已商量
好，現正等待政府及立法會通過撥款。
對於有指推行24小時「通波仔」服務會

引發離職潮，陸志聰指，相信3間醫院合作
可避免出現類似情況，因為每晚只有一組人
員當值，「醫生沒有那麼辛苦」，另外夜間
突發性手術服務需求不大，或可能當值一整
晚亦無病人，而3間醫院合作可令醫生滿足
感提升，「相信無乜醫生怕辛苦，醫生怕無
價值的辛苦。」
去年10月轉任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的陸

志聰表示，未來工作重點之一，是期望在今
年內完成聯網臨床服務規劃，爭取資源盡快

落實將東區醫院的洗衣房改建為日間治療中心，加
強日間手術服務，毋須病人住院，冀可減輕醫院壓
力及減少輪候時間，又期望能增加病床，以應付區
內人口趨老化帶來的住院服務需求。
陸志聰又提到培訓接任人手是他另一項主要工

作，會觀察5年內哪些部門主管退休，統計出空缺職
位數量，再加強培訓具潛質的員工，讓他們具備適
任該職位的能力。

陳帆昨日出席立法會房屋事務委
員會會議表示，長策最新推算

未來10年的總房屋需求下調為44.5萬
個單位，在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調
整至七比三下，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31.5萬間，私營房屋則為13.5萬間，
但根據現時覓得的土地推算，若一切
順利如期推出建屋，估計可以興建
24.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與目標仍有
距離。
他指出，有人認為政府因供應不足
而減少供應目標，亦有人認為調整比

例後，新的公營房屋目標與未來10
年預計建屋量的落差將會進一步擴
大。
他解釋，未來10年房屋供應目標，
是按長策訂立的框架，根據客觀數據
推算，當局一直公開透明交代預計供
應量。

劉國勳：調比例無補於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若

不增加土地供應，調整公私營房屋供
應比例只是「整色整水」。

陳帆重申目前覓得的土地，不足以
短期內解決房屋供應問題，但房屋供
應短缺不能一朝一夕解決，當局已作
最大努力，社會必須迎難而上，一同
努力增加土地。

麥美娟倡市建局參與發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關注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提交的最終報告，要求
政府交代對土供報告的看法，包括發
展棕地及收回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等
土地選項，並建議市建局參與發展公

營房屋。
陳帆回應說，政府正嚴肅審視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報告，當政府有既定看
法後，會適時一併回應，當局歡迎任
何增加公私營房屋的建議。
另外，有議員關注，房委會預計未
來5年可建10.0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如何達到未來10年目標。
陳帆表示，對達到目標仍然樂觀，

未來超過200幅改劃用途的用地如獲通
過改劃，連同新發展區，只要土地供
應充裕，有信心追到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社聯
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抗議環境局在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及「四電
一腦」回收計劃上執行無力，無法解
決非法傾倒建築廢物的情況，使鄉郊
不少地方至今仍出現「泥頭山」，以
及被隨處棄置的舊電器。新社聯促環
境局認真檢視現行政策，以挽回市民
對環境局的信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與十數名新社聯
成員昨日遊行至政總東翼前空地示
威。他們高呼「環境局Hea住做」、
「建築廢料無王管」、「廢電器唔監
管」等口號，批評環境局即使推出一
連串的環保政策，惟相關政策出台
後，市民的感覺是徒具政策之名，執
行無力之實。

新社聯表示，「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計劃」自2006年開始實施以來，建築
廢物至今仍隨處可見，不論垃圾桶
旁、垃圾回收站、山邊等地點亦有大
大小小的「泥頭山」及廢棄建材，嚴
重影響社區環境衛生。
新社聯批評牽頭的環保署多年來執法

不力，缺乏統籌能力，致使其他相關部
門僅互相轉介處理，無法解決問題。
新社聯並指出，「四電一腦」回收

計劃同樣出現執行配合不上政策的問
題，致使在鄉郊不少地方均發現有被
隨處棄置的舊電器，嚴重影響市民安
全和環境衛生。

憂「垃圾徵費」執行無力
何俊賢表示，環境局正準備推出牽涉
更廣的「垃圾徵費」，但市民看到相關

政府部門在執行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和「四電一腦」回收計劃上的成效不
彰，執法無力，難免會令市民不斷質疑
未來執行「垃圾徵費」的成效。
他認為，政府應解決地區出現的

「泥頭山」，及「四電一腦」計劃能
夠有效回收，才可令市民對垃圾徵費

計劃有信心。
新社聯要求環境局認真處理現行政

策，並須增加人手加強巡查及加重罰
則，以打擊非法傾倒和棄置的行為
等。新社聯並建議，盡快增加「四電
一腦」的回收商的數目，提升回收效
率，以挽回市民對環境局的信心。

舊電器隨街棄
新社聯促檢視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約
有21萬人居住在俗稱劏房的分間單
位，每天對着「四面牆」，生理及心
理上亦受到壓抑。有組織就荃灣劏房
戶的精神健康及家庭關係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逾一成受訪者於凱斯勒心理

困擾量表（K10）達45分，有機會患
上抑鬱症及躁鬱症等。有受訪者透
露，僅 130 呎的套房去年被加租至
8,400元，在多重壓力之下，有時要靠
「打自己」來紓壓，更曾企圖跳樓。
組織建議政府支援劏房戶，並加強精
神健康方面的支援服務。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友里

幫」社區支援計劃服務中心在去年3月
至5月期間，邀請共居於荃灣劏房的
101個家庭完成網上問卷。研究採用凱
斯勒心理困擾量表，結果發現過半的
受訪者總分超過30分，14.8%受訪者
更錄超過45分的高風險分數。組織表
示，受訪者的評分愈高，患有精神健
康問題風險愈高，有機會患有情感障
礙，包括常見的抑鬱症和躁鬱症。

環境窄憂加租 常吵架圖跳樓
報告指出，受訪者最主要的壓力來

源 分 別 來 自 於 「 居 住 環 境 」
（84.2% ） 、 「 擔 心 被 加 租 」
（69.3%）及照顧家庭（57.4%）。當
中有68.3%的受訪者反映過去兩年內曾
被加租，租金加幅由100元至1,000元
以上不等。
組織並於去年11月至12月期間，以

聚焦小組及訪談形式訪問11位受訪
者。其中陳女士（化名）一家四口，
包括一名兩歲嬰兒及現就讀K3的孩
子，租住大約130呎有獨立廚廁的套
房，月租7,600元。陳女士因育兒暫時
放下穩定工作，靠丈夫作家庭經濟支
柱，家庭總收入約17,000元。去年6

月，業主加租至8,400元，令陳女士承
受經濟及居住壓力，遂轉化為憤怒，
要以「打自己」的方法紓緩壓力。
她又不時因經濟及育兒的問題與丈

夫吵架，最嚴重曾企圖跳樓，幸好丈
夫及時阻止。
她在訪談中提及，「每天面對着家

中狹窄環境，只有四面牆，自覺知道
不能改變什麼，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感到絕望。」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建議，

政府應支援劏房住戶及全面保障基層
租戶的適切住屋權，具體建議包括短
期應規管水電費濫收情況、關愛基金
繼續發放「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
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等，同時應加
強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及設立「不適切
居所社工隊」，而社會福利署需要加
強地區層面協調角色，照顧劏房戶精
神問題。

劏房戶壓力大 有人「自殘」紓壓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昨日發佈
「荃灣劏房戶的精神健康及家庭關係」
調查。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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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最新一份長遠房屋策略周年報

告，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轉為

七比三，惟未來10年公營房屋

建屋量出現「缺口」，與目標的

落差將進一步擴大。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陳帆表示，房屋供應短缺

不能一朝一夕解決，當局已作最

大努力，對達到目標仍然樂觀，

只要土地供應充裕，有信心追到

目標。

▲陳帆指對達到目標仍感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新社聯舉行「強烈抗議環境局Hea 住做，舊電器建築廢料通處掉」請願行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嘉賓合影。 中聯辦網站圖片

◀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將轉為七比三。
圖為南山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