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偉綸：拓地建屋會以基建先行

房協擬建組裝屋「寬敞戶」長者免租
斥8000萬乙明邨建70伙 面積最大300呎 料2022年入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為

落實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去年

施政報告提出，「容許所有家庭成

員均年滿70歲或以上的公屋寬敞

戶，只要願意調遷至面積較小的單

位，可享終身免租。」房協擬斥資

8,000萬元於沙田乙明邨一幅面積

不足300平方米的空地，興建10

層樓高鋼鐵組裝長者屋，可提供70

個面積約200呎至300呎的長者單

位，預計2022年入伙。房協主席

陳家樂說：「乙明邨地積比沒用

盡，因此有加建空間。選擇建鋼鐵

組裝屋，是為了減少對居民滋擾，

及加快建屋速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為有效利用空置資助房屋資
源，改善輪候公屋市民居住環
境，房協於去年9月推出「未補
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容許港九新界21個房協屋苑，
涉及1.3萬個單位未補價資助房
單位的業主，分租其中一間睡
房予正輪候公屋至少3年的人，
惟迄今並無成功配對分租單位
的個案。房協主席陳家樂透
露，預計年中優化計劃，考慮
響應民意，允許出租整個單
位。
陳家樂昨日透露，計劃至今

僅分別收到12宗業主及53宗租
客的申請，經審核後只發出4張
「出租資格證明書」予業主及
23張「租住資格證明書」予租
客，惟至今未有成功配對個
案。
他表示，房協早前透過網上

問卷調查，收集市民對計劃的
意見，收回約1,400份意見書，
超過70%意見要求放寬計劃，
包括容許合資格業主出租整個
單位。

他表示，正檢視計劃成效，將與運輸及
房屋局商討可行的改善措施，盼望新措施
今年中可以推出。他說：「業主最多意
見，是不習慣與別人同住。」
此外，政府去年宣佈將9幅分別位於啟
德及安達臣道的用地，改撥為發展公營房
屋，當中5幅土地將交由房協發展。
房協物業發展及市場事務總監楊嘉康

表示，5幅地合共可建約6,600個出租單
位及資助房屋單位，其中一幅位於啟德
的用地將用作安置受重建影響的真善美
村居民，餘下4幅用地將興建資助出售房
屋。

房協：不會建納米樓
他並透露，若參考過往資助出售房屋的

經驗，約400呎至500呎的兩房單位較受
歡迎，也會興建約600呎的三房單位，強
調「我們不會建納米樓」。
他指5幅地現正申請批地，也會先進行
地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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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
論土地供應政策。有議員在會上質疑，
發展土地建屋若沒有提供足夠交通配
套，會對市民造成困擾；亦有議員關注
其他政策局會如何配合土地開放政策。
發展局局長黄偉綸回應指出，發展時
會以交通基建先行， 配合不同路段的
接駁，解決交通網絡問題。
他說：「 處理土地不足問題刻不容
緩，我們會全力全速覓地和造地，拓闊
本港的土地資源，建立土地儲備。」
會議上多名議員關注粉嶺高球場東部
32公頃、龍鼓灘填海和發展內河碼頭建
屋的基建配套不足，未能夠做到「基建
先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北區區議員劉國勳
表示，多個發展項目均集中在新界區，惟
基建主導的發展策略卻未有啟動跡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即使
找到「麵粉」造地，但造出來的「麵
包」都「好難食」。他指除交椅洲人工
島外，其他項目未見有大型基建配合，
「龍鼓灘、內河碼頭都未能造好麵
包」。

改善大頭嶺迴旋處 望早三年完工
黃偉綸回應指出，除交椅洲造島

1,000公頃項目會有交通網絡接駁至欣
澳至屯門南，亦會改善鄰近粉嶺高球場
的大頭嶺迴旋處，該工程原預計2031
年完成，現有望提早兩三年完工，稍後
進行研究時，有需要亦會諮詢區議會意
見及考慮加快交通基建方面的配套。

議員質疑政府欠果斷
多名議員亦就收回粉嶺高球場東部32

公頃土地表態。有議員形容政府「兩面
不是人」，質疑政府不夠果斷，「失去
一次過收回高球場的黃金機會。」
委員會副主席、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

明，鄉議局反對收回高球場，因該處有
原居民古墳和百年樹木，打高爾夫球亦
不是權貴所為。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國則

指，經常使用郊野公園的公眾比例不
大，放棄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而收回部
分高球場「是講不通」。
黃偉綸重申，是否收回高球場要平衡

需要，若全面收回須大幅度提升交通基
建，便不能作為短中期措施，並指現時
的決定是基於公眾利益出發。
特區政府早前全盤接納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建議的8個選項，發展局會在第三

季展開研究，涵蓋位於新田及落馬洲65
公頃的棕地，並在今年中研究另外760
公頃棕地的發展潛力。
至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發展局指由

於涉及法例和生態問題，現階段不會考
慮。
黃偉綸指出，目前本港的土地短缺，

是由於過去一段長時間停止大型造地工
作。
他強調，本港不能再磋跎歲月，政府

有決心和信心推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
議拓地的選項，並期望社會能夠支持有
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食物及衛生
局宣佈成立基層醫療健康辦事處，在決策局層
面監察及督導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發展。食物
及衛生局發言人說：「政府決心積極推動基層
醫療健康服務，務求調整目前偏重治療的醫療
體系。
辦事處將集中發展地區康健中心，以嶄新的

營運模式促進公私營及醫社合作，因應社區需
要及特色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同時提高市
民對保持健康生活、預防疾病及管理個人健康
的意識。」
首間地區康健中心預計本年第三季於葵青區

投入服務。辦事處會汲取首間地區康健中心的
經驗，在全港18區逐步籌劃設立地區康健中
心。
發言人表示，辦事處會負責監察地區康健中

心營運機構的表現，並根據數據實證及服務標
準推動地區康健中心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辦事處亦會檢視在基層醫療範疇上各主要服

務提供者的定位；加強不同界別及團體之間的
合作；並監督基層醫療健康的發展和推廣策
略。
辦事處成立後將負責倡導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的整體發展策略，而衛生署轄下的基層醫療統
籌處則繼續擔當輔助的角色，就編制和更新基
層醫療健康服務的參考概覽、管理和推廣使用
《基層醫療指南》等工作為辦事處提供支援，
及協助辦事處推廣家庭醫生的概念及/或家庭
醫學。
基層醫療統籌處亦會支援辦事處建立整個地

區康健中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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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左）指交椅洲1000公頃的填海計
劃中有一半填料會用建築廢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國勳表示，多個發展項目均集中在
新界區，惟基建主導的發展策略卻未有
啟動跡象。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何啟明說，除交椅洲人工島外，其
他項目未見有大型基建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家樂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全港
所有家庭成員均年滿70歲或以上的

房協轄下公屋寬敞戶，共計約700戶均符
合資格申請，當中約40戶居於乙明邨，
長者屋建成後將優先讓乙明邨長者公屋
寬敞戶申請。房協物業管理總監葉錦誠
指出，全長者寬敞戶人均居住面積約300
呎，平均月租約2,000元，「兩個人住即
是約600呎，若騰出來足夠五六人家庭居
住。」

分「一人」「兩人」屋 料年底招標
陳家樂指出，該項目屬於房協房屋試驗
項目，建成後提供逾2,000平方米的居住
面積，分為一人長者屋和兩人長者屋。新

長者屋會提供長者友善措施，包括一個室
外羽毛球場，一樓是長者會所，二樓以上
是長者單位。目前房協已展開地區諮詢工
作，希望能於年底招標興建。
房協行政總裁黃傑龍指出，要尋找地積比

沒用盡、配套設施齊全的土地很艱難，很幸
運找到乙明邨這塊空地。他指該空地目前是
使用率很低的球場，相信由於乙明邨已入伙
38年，超過30%居民年逾六十歲。
他指選用新型鋼鐵組裝屋興建，不用打
很深地基樁，大部分部件、包括水電設施
均於工廠預先做好，吊運到現場組裝即
可，能大幅減少對乙明邨超過3,000戶居
民的滋擾，「這類新型建築隔音、隔熱效
果良好，舒適度與鋼筋水泥建築相同，整

個項目預計耗資8,000萬元。」
他續說，目前內地有3間工廠能提供組

裝屋預製件，本港發展商亦在積極進行相
關研發，預計年底招標時，本港發展商亦
會參與競標，「目前內地和新加坡都有類
似新型建築。新長者屋將與旁邊一幢公屋
相連，共用開放式旋轉公共樓梯，從而最
大限度提供長者屋可使用空間，並加強長
者屋穩固性。」
公屋聯會回應稱歡迎及支持有關計劃，

認為單位提供長者友善設計可增加長者住
戶調遷的誘因，並指房委會應吸納計劃的
經驗，研究在較多長者住戶及地積比率較
低的舊型屋邨中，加插該類組合屋的可行
性，以收回更多面積較大的單位。

柯創盛：需關注長者搬遷安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安排需關

注長者搬遷時的過渡性安排，因對長者而
言，「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籮穀。」他還建
議將騰出公屋單位長者年齡放寬至60歲。

麥美娟：讓市民更快「上樓」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亦歡迎房協計

劃，認為能騰空有關公屋單位，讓市民可
更快「上樓」，但強調搬遷長者屋時需做
到「長者友善」，才能增加吸引力。
該黨另一名議員郭偉強建議為長者提供

搬遷津貼，並派出義工隊協助長者辦理搬
遷手續。

▲陳家樂介紹房協擬於沙田乙
明邨興建鋼鐵組裝長者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房協擬於沙田乙明邨一幅面積不
足300平方米空地，興建10層樓
高鋼鐵組裝長者屋，提供70個單
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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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結果 擬提早3月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現行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下，自行分配學位與統一派位的申請結果同
時於7月初公佈，教育局近日建議最快由2020年度
中一派位開始，讓中學在完成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後，提早至3月通知學生，令家長毋須於4月填寫
統一派位選校表格，以減低有關學生及家長的壓
力。
現時小六生家長可在1月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階
段，直接申請兩間心儀中學，有關學額佔中一總學
額約三成，學校會進行面試挑選學生，就算校方在
這階段取錄了有關學生，家長亦不會知道取錄結
果，他們仍需參與統一派位，取錄結果一併於7月
公佈。

學界讚減學生家長壓力
由於不少經濟能力較佳的家長在參加中一派位之
餘，亦會選擇較早公佈取錄結果的直資中學以「買
個安心」，故不少家長希望可以早點知悉自行分配
學位的結果，以作部署。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家長普遍歡迎上述建
議，認為可減輕已被取錄學生及家長的壓力，

小學教師亦可集中精神去輔導未
被取錄的

學生以選擇合適的中學。不過，亦有人擔心小六生
提早知道自己「有着落」，即會變得懶散，而直資
學校議會主席招祥麒亦憂慮，這會令學生之間出現
「標籤」，及打亂整體收生安排。

楊潤雄：最快明年可實施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回應指，過去多年一直聽到

有家長說希望可以早點知道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方
便部署升學安排並減輕壓力，當局考慮了很久，最
近想到用行政方法、在不改變現行中一派位制度
下，考慮在3月底提早通知獲正式取錄的學生家
長，並就方案與學界討論。
他坦言直資界別有不同的聲音，考慮到2019年

的派位程序已展開，楊指上述建議最快要在2020
年才可實施，當局仍在與不同界別討論，希望能早
日有決定。
被問到上述安排會否造成同學間互相比較，楊潤

雄回應指，小學業界初步反映可以處理到有關問
題；至於對直資界別的影響，他認為「最好是讓家
長有足夠的資訊以作選擇」，他不期望直資學校利
用制度上的方便吸引學生，而是以其課程優勢和辦
學質素吸引學生。
此外，影響全港中學開設英文班的教學語言「微

調」政策，於2022/23學年進入第三周期。有消息
指，教育局會研究考慮放寬開設英文班的門檻，每
班取錄達標學生比例有望由八成半，下調至七成；
學生達標成績由「前列四成」擴至五成，讓學校更
易「上車」。
楊潤雄表示，語言政策是以6年作為一個周期，
下一個周期會在2022年開始，故現在是適當時候
與學界討論政策是否需要調整；他指當局過往都以

學生及老師的能力、學校配套，以教學效果作為主
要考慮點，但也要考慮其他因素，如學校希望高中
的教學語言，或將來中學文憑試時選擇的試卷語
言，這些也可能影響初中的教學語言，所以當局希
望擴闊考慮條件。
他指直至目前為止，局方沒有向業界提出確實方

案，而是希望開放地與業界討論有
關問題。

▲升中自行分配學位結果，擬提早至3月
通知學生。

◀家長歡迎建議，認為可減輕已被取錄學
生及家長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