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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三無廈」驗窗難

容許物體自建築物掉
下，屬於刑事罪行。根據
香港法例第二百二十八章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4B
（1）條「自建築物掉下的

物體」，如有人自建築物掉下任何東
西，或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築物墜下，以
致對在公眾地方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
險或損傷者，則掉下該東西或容許該東
西墜下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萬元
及監禁6個月。
據資深執業律師稱，高空墜物罪行毋須

證明是否有刑事意圖，高空墜物無論是由意
外或蓄意所致，警方一般都會提出檢控。
若警方的調查結果，有證據顯示墜物是

有人蓄意擲物致傷害他人，事主如傷重死
亡，執法當局可控告涉案者謀殺罪。
法官在審案時，則會考慮被告涉案動

機，因應是蓄意、嚴重疏忽或是無心之失
而量刑。但若是謀殺罪名成立，最高刑罰
可判處終身監禁。
此外，因脫落的窗戶導致他人受傷或喪

失生命，受害人或其家屬亦可透過民事訴
訟程序向有關的單位業主索取賠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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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不時發
生墜窗意外導致
途人受傷甚至死
亡，為消除窗戶

日久失修而對公眾安全的威脅隱
患，本港自2012年6月起實施
「強制驗窗計劃」。
計劃規定樓齡達10年或以上

的私人樓宇（不高於三層的住用
樓宇除外）的業主，須每5年檢
驗一次樓宇的公用地方和個別單
位的窗戶，並視乎需要進行維
修。
根據記錄，當局截至2017年

底已向約3,600座住宅及綜合用
途樓宇發出強制驗樓通知，其中
過半樓齡達50年或以上。目前
全港超過30年樓齡的舊樓有約
1. 6萬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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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發生墜窗意外的北河
街109號樓高8層，共有27
個單位，建成入伙至今約56
年。根據市建局網頁，大廈
曾參加市建局的樓宇復修計
劃，在2008年6月完成整體
的維修工程，當年的工程包
括大廈結構修葺、更換排水
喉管，以及維修或更換消防
窗等。
針對肇事劏房單位有否曾

進行驗窗維修，經民聯深水
埗區議員梁文廣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查詢表示，因窗戶

屬私人物業一部分，一般的
大廈整體維修工程並不包括
在內，須業主自行決定安排
驗窗或維修。
他續說，無論是市建局的

樓宇復修計劃，或屋宇署的
強制驗窗計劃，均須業主的
積極配合才能順利推行，然
在深水埗區存在大量舊樓，
業權分散，部分樓宇更是
「三無大廈」，即沒有業主
立案法團、沒有管理公司及
沒有任何居民組織的大廈，
在統籌進行有關計劃時，往
往遇上一定困難，以致計劃

在執行和推行上十分緩慢，
甚至裹足不前。
據他所知，僅北河街、大

南街、汝州街及荔枝角道一
帶區內的樓宇中，已有約三
分之一屬「三無大廈」，過
往為改善有關計劃的推行情
況，他曾向政府提出「聯廈
聯區」方式，將每8幢至10
幢「三無大廈」統一起來處
理，以提高效益及降低成
本，惟當中仍涉及較繁雜的
法例問題，包括建築物管理
條例等未能解決，令該建議
至今的進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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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齡逾十載
五年驗一次

鋁窗7樓飛墜 險擊殺兩婆婆
一「中頭獎」一濺傷 多宗同類事故揭舊樓失修響警號

近年涉樓宇鋁窗傷亡事件
時間：2019.01.21

地點：尖沙咀美麗華酒店16樓

內容：一扇玻璃窗鬆脫墜街，一名24歲內地女遊
客被擊中頭部當場濺血昏迷，送院證實不治，其36
歲男友亦被玻璃碎片濺傷，警方事後拘捕一名清潔
女工。

時間：2018.09.19

地點：天水圍天盛苑盛彩閣

內容：一扇鋁窗由高處墜下粉碎，一對經過的母
子，其中4歲兒腳及下巴被玻璃碎片濺傷送
院。

時間：2018.07.26

地點：香港仔華富邨華信樓

內容：一扇鋁窗由高處墜下，玻璃碎片擦
傷一名途經老婦雙腳。

時間：2016.06.30

地點：油麻地新填地街一幢唐樓

內容：一扇鋁窗墜街，碎片擊傷一名60歲印度裔
婦人右肩，警方事後在5樓墜窗單位，拘捕一名32
歲尼泊爾籍女子扣查。

時間：2015.07.06

地點：筲箕灣東大街金來大廈

內容：一扇鋁窗墜街擊中一對途經夫婦，
其中43歲丈夫頭部遭窗角擦傷險死，妻子
則告手腳割傷，警方事後在17樓肇事單位
拘捕一名推窗晾衫的29歲孕婦。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墜窗意外現場在深水埗北河街近基隆街一菜檔
外。首當其衝，被擊中頭部的女顧客姓蕭

（65歲），頭部及手腳受傷，全程清醒，事後送往
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另一名女傷者姓關（69歲），頭部被玻璃碎片
濺傷，需送明愛醫院治理。據悉兩人並不認識，已
在昨日下午及晚上分別出院，其中關婆婆頭部傷口
要縫兩針。
事發昨日早上近10時，多名顧客在上址菜檔外

選購食材期間，突有一扇約半米乘1米大的鋁窗從
天而降，先插穿菜檔上方1樓的帆布簷篷，再打中
蕭婆婆頭部，她應聲倒地，身旁的關婆婆亦被粉碎
的玻璃殃及受傷。

警拘劏房女租客
由現場商舖拍下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見，在菜檔朝
後巷一邊位置，先有關婆婆和另一名女顧客在挑選
食材，未幾蕭婆婆亦到來並排而站，惟她在畫面剛
出現僅約一秒，即被墜下的鋁窗擊中頭部，其他顧
客慌忙躲避。
影像所見，打中蕭婆婆頭部的所幸並非鋁窗的金
屬框邊或尖角位，而是鋁窗中間的玻璃面，否則後
果不堪設想。
蕭婦被擊中倒地後，仍然清醒，很快便自行爬起

身，並走往一邊。其後她與另一名女傷者關婆婆經
救護員即場檢查及包紮後，分送醫院作進一步檢
查，警方則封鎖現場調查。
未幾，警方即證實墜下鋁窗來自上址北河街109
號樓上7樓一個劏房單位，並拘捕一名姓韓（27
歲）女租客，她涉嫌「容許物件從高處墜下」被帶
回警署扣查，另又檢走墜下的鋁窗化驗。
據悉韓與丈夫早前才租住上址出事劏房，事發前

她開窗，但不久鋁窗突告鬆脫墜下，警方目前正調
查意外原因，案件交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
跟進。
相隔僅約1小時，即昨日上午11時，在黃大仙竹

園北邨柏園樓對開，一名頭髮斑白的男途人被大廈
高處墜下的一個萬能插蘇擊中前額，當場受傷流
血，所幸傷勢不算嚴重，仍然清醒。屋苑女保安員
發現，立即代為報警由救護員將傷者送院治理。
警方事後到場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深水埗

北河街一座56年樓齡的住宅大廈，昨晨發

生墜窗險殺途人意外。一扇鋁窗突由7樓飛

下插穿樓下菜檔的帆布簷篷，擊中兩名正

在買菜的六旬女長者，一人頭部中招當場

倒地，所幸打中她的並非鋁窗的金屬框邊

角位，另一人則被玻璃碎片濺傷，兩人清

醒送院，警方事後拘捕肇事單位一名女租

客調查。連同此前多次發生的鋁窗墜下傷

人事件，揭示了舊區樓宇日久失修的問

題。有當區區議員向政府提出「聯廈聯

區」方式改善問題，惜至今無大進展（見

另稿）。

「民陣」聯同傳統反對派與「獨派」勢力
昨發起阻撓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更煽
動市民在條例提交修訂時包圍立法會。政府
已多次清晰解釋修訂《逃犯條例》的適用原
則，消除公眾不必要的疑慮，反對派卻將修
訂作政治化演繹，製造恐慌，以連串衝擊行
動製造政治壓力，試圖逼政府就範。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一直試圖打「香港
牌」遏制中國，反對派迎合美國的「香港
牌」戰略，將逃犯條例修訂污名化，更為了
政治利益不惜與「台獨」勾連。事實上，不
論反對派與外部敵對勢力如何勾連、如何想
打「香港牌」遏制中國，中央捍衛「一國兩
制」的決心不會動搖，國家堅定支持香港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反對派和外
部勢力勾連持續挑戰「一國兩制」，只會對
香港社會造成嚴重傷害，香港市民要站出
來，堅決制止反對派和外部勢力繼續損害香
港。

特區政府已多次清晰解釋移交逃犯的原
則，消除公眾對條例修訂不必要的疑慮。修
例後，啟動移交逃犯過程要經行政和司法程
序，由法院審理把關；政府一再強調會堅守
「雙重犯罪」原則、死刑不能移交、一罪不
能兩審、不能移交到第三地方等限制；因政
治、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作出的起訴，
本港不會移交等。保安局昨回應遊行指，修
例建議絕非為某一個別司法管轄區而設，所
有個案會受行政機關和本港法庭雙重把關。

政府在修例問題上認真聆聽社會訴求，及
時針對性回應，釋除社會各界和普通市民疑
慮，贏得民意支持。經濟通早前發起網上民
調，調查網民是否贊成保安局修例，贊成佔
比高達84%。條例將於本周提交立法會審議，

各界應以理性平和的態度，通過制度化平台
表達意見。

但反對派將移交條例的修訂作政治化演
繹，甚至以描繪不可能發生的恐怖景象來製
造恐慌。如指港人會誤墮法網、人身自由會
受到限制，在港台灣民眾人身安全會受到威
脅、會被移交大陸受審；有反對派議員聲
稱，內地會用不同方式包裝疑犯，達成政治
目的，令本港法官審理引渡案件時，無法為
政治犯把關等。反對派及「香港眾志」等，
近期更發動連串暴力行動，如包圍律政司長
官邸、衝擊政總等，試圖逼政府就範。

反對派及「獨派」的連串行動，包括不惜
跑到台灣與「台獨」分子唱和抹黑此次條例
修訂，其中的一個目的，是呼應、配合美國
打「香港牌」以遏制中國。最近美國發表
《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發表有專門章節
描述香港人權現況的年度人權報告，英國政
府發表所謂的《香港半年報告》等，把特區
政府貫徹基本法的正當施政，如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宣「獨」候選人被DQ、國歌
法立法等，都作為攻擊國家和香港的罪狀。

反對派甘當棋子配合美國打「香港牌」遏
制中國，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在電台節目指，如果香
港一旦變成「反共基地」，「一國兩制」將
難保；若果動搖主權和國家安全，中央不能
不管，也不會不管。其實，西方敵對勢力越
是想借打「香港牌」遏制中國，國家越會堅
定捍衛「一國兩制」；西方敵對勢力與反對
派持續挑戰「一國兩制」，只會對香港社會
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香港市民要站出來，堅
決制止他們繼續損害香港。

反對派阻撓修訂逃犯例助美打「香港牌」
香港移植學會昨日舉行「2019年器官受贈者

感恩大會」，請來4位器官移植受贈者分享親
身經歷，呼籲市民支持器官捐贈。本港的器官
捐贈率一向偏低，明顯與華人的傳統風俗文化
有關，但只要透過改善宣傳教育，並且檢討現
行捐贈機制，完全有空間提升市民的捐贈意
願。器官捐贈比率是社會文明程度的其中一項
指標，期待當局在這方面作更多努力，讓大愛
文化弘揚。

香港每年平均有4.6萬人亡故，但去年遺體
捐贈者只有39人；目前全港仍有2300多人在
等候器官移植，一些病人在等候期間不幸去
世。整體而言，香港的器官捐贈率有上升趨
勢，但仍然維持在每百萬人個位數的捐贈人
數，遠低於西班牙的35人、美國的27人和英
國的20人，在全球處於偏低水平。器官捐贈率
受很多因素影響，包括社會傳統風俗文化、人
口結構、死亡率，以及器官捐贈機制等。中國
傳統文化重視「死後留全屍」，認為摘取死者
器官是不尊重死者，甚至有違孝道，不少醫院
不敢跟患者家人討論捐贈意願事宜，不少家人
也不知死者生前的捐贈意願。

香港近年有討論是否要將現時的「自願捐贈
機制」改為「預設默許機制」，意即假設所有
市民都同意死後捐出器官，不同意需要申請退
出。環顧世界各地，採用「預設默許」的確有
助提升器官捐贈比率。有研究曾分析全球48個
國家和地區，發現採用「預設默許」的地方捐
贈比率比採用「自願捐贈」的地方高4成。現
時亞洲的新加坡，以及歐洲的西班牙、法國、
比利時等地均採用「預設默許機制」。但也有
研究指出，不同地區的文化不同，同樣的結果

未必出現在香港身上。香港
中文大學 2016

年一項調查曾指出，若由「自願捐贈」改為
「預設默許」，捐贈意願比率反而會由64.5%
稍降至60.1%。除此之外，還有人提出走「分
配優先機制」，即是讓自願捐贈者將來在移植
名單上享有優先權，如此一來捐贈意願比率會
顯著增加至73.4%，但同時會引起道德爭議。

是否必須改變捐贈機制才能提高捐贈率？亦
不盡然。例如捐贈率表現甚好的美國和英國，
同樣推行「自願捐贈機制」。事實上除了捐贈
機制，仍有很多方法改善器官捐贈的風氣。例
如政府可以優化各間醫院的溝通網絡及通報機
制，將器官捐贈放在醫療體系中更重要的位
置，加强培訓前線醫護，強化與患者就此問題
的溝通。

在眾多方法中，爭議最少的，應該是在宣傳
教育和推廣上做得更好。當局現時推廣器官捐
贈的宣傳方式沉悶，應採用迎合新一代口味的
推廣手法，用有血有肉的故事打動人。例如2
月底的中國女子籃球聯賽（WCBA）全明星賽
上，就有一支特別的5人球隊，由3名年約50
歲的大叔和一名22歲的青年以及一名14歲的
小女孩組成，原來 5 人都是因為「同一個
人」——湖南長沙市16歲少年「葉沙」的器官
捐贈而重獲新生，5人球隊通過參加籃球賽亮
相全國體育直播，藉此呼籲更多人士參與器官
捐贈，期間籃球巨星姚明也起立為他們鼓掌。
這件事在社交媒體發酵，很多人紛紛留言感動
落淚。這種宣傳手法明顯更有感染力。

推行器官捐贈，呼籲市民一起分享愛、珍惜
生命，是很好的生命教育，也是一個社會文明
程度的象徵。政府當局需要在這方面投入更多
資源，以更靈活創新的手段做好宣傳教育工
作，再進一步聽取民意，尋求修訂現行捐贈制
度。

改善宣傳檢討機制 提升器官捐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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