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津貼最快月中發「雙糧」
張建宗：涉及開支近40億 另有32萬人仍未領首月交通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於上月通過《2019年撥款條例草

案》，各項政府惠民紓困措施將逐

步落實，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透

過網誌表示，領取各種社會保障各

項津貼的市民最快可以在本月中獲

發「雙糧」，涉及開支近40億元。

張建宗並特別提及在今年1月推出

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指計劃

開始至今已發放超過6億元補貼金

額，提醒仍未領取1月份補貼的市

民要在本月15日前致電計劃熱線

2969 5500登記。

政府在今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的惠民紓困
措施有望在短期內落實。張建宗表

示，約132萬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
貼、傷殘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最
快會在兩星期後獲發放額外一個月的標準金
額，涉及開支約38億元。
另外，約5萬個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及3萬

名領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人士同樣可享有
額外一個月的津貼，涉及額外開支約1.5億
元。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向合資格長者發放一
次過的額外1,000元長者醫療券金額，並將
醫療券累積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8,000元。
另外，向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每人發放2,500
元津貼，以及為所有參加明年中學文憑考試的
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及差餉寬減等。

紓基層壓力 援助達萬五元
張建宗相信有關措施將有助紓緩基層家庭

生活壓力，他舉例指一個只得父親有全職工
作、媽媽擔任家庭主婦，並有兩個就讀中學
子女，當中其中一人是下年度中學文憑考試
的學校考生，以及正在領取高額長津的70
歲祖母的5人基層家庭可以透過各項紓困措
施額外獲發放14,917元。
張建宗強調，現屆政府致力構建一個關愛

共融平等的社會，指無論是大事或小事，只

要關乎民生，政府都會高度重視，急民之所
急。
他指政府每年投放約六成經常開支於教

育、醫療和福利三大民生範疇，2019/2020
財政年度相關開支約為2,555億元，較上年
度增加約7.7% ，承諾政府會繼續以「關
心」、「聆聽」、「行動」的務實態度，以
「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積

極施政，為香港解民困、謀福祉。

6月15日後首月補貼冇得拎
網誌並提及，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在今年

1月1日起實施，市民可以在翌月16日起領取
上一個月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以減輕公共交
通開支較高的市民交通費用負擔，計劃在首四
個月分別有約235萬、194萬、236萬和218萬

名市民受惠，發放補貼金額超過6億元。
領取每月補貼的限期為3個月，但有32萬
名市民未有在限期內領取1月份補貼，政府
於是推出臨時特別安排，相關市民可以在本
月15日前致電計劃熱線2969 5500，登記申
領逾期未領取的補貼。
張建宗指，在6月15日之後的逾期申請將

不獲受理。

政府惠民紓困措施

團體「綠惜地球」自2018年7月起開展
「短命膠」的廢飲料膠樽品牌調查，在本港
25個地點進行共43場淨灘行動，包括元朗
下白泥、石澳大頭洲、屯門龍鼓灘、大澳、
荔枝窩等多個市民常用海灘，總計撿獲
11,321個膠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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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展開為期3個月的全
城清潔行動，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更豪言「過街老鼠一隻
都不放過」。其實近月本港
再出現多宗人類感染大鼠戊

型肝炎個案，社區衛生響起警號，所以筆者
認同政府舉辦全城清潔行動加強治鼠，但過
往政府治鼠方式落後、態度消極，筆者擔心
全城清潔最後淪為一場「口號騷」。
由於全城清潔行動相關工作只是動用舊有
資源，在沒有額外撥款下，最終只會一面倒
加重前線外判清潔工的工作量，情況不理
想。政府應檢視各部門的治鼠工作，適當地
增撥資源與人手，以確保治鼠工作的成效得
到維持。同時，食環署一直沿用的治鼠方式
傳統守舊，例如現時仍主要依靠老鼠籠、老
鼠藥等方法治鼠。
故此，政府應借全城清潔的契機制訂全城

清潔行動綱領，當中引入多元治鼠策略並訂
明成效指標，用以評估防治鼠患工作的成效
並作出改善。

倡區會主導免費洗「三無廈」
另外，部分「三無大廈」由於缺乏管理

者，大廈衛生情況惡劣，鼠患問題無人處
理。筆者建議政府設立由區議會主導的「社
區環境衛生改善基金」，免費為「三無大
廈」提供「樓宇清洗」或「清潔後巷」等服
務，並為鼠患問題嚴重的「三無大廈」提供
專業滅鼠服務。
政府過去推行多次全港清潔行動，但隔一

段時間後衛生問題又故態復萌。故此政府應
借今次全城清潔的契機，積極改善社區的衛
生環境，並從源頭減少老鼠的食物來源。
同時，治鼠現實上需要跨部門配合的，儘

管政府已成立跨部門的「防治蟲鼠督導委員
會」，但由於該委員會職權有限，部門之間
分工亦含糊不清，難以有效統籌治鼠工作。
筆者建議政府提升「防治蟲鼠督導委員

會」的層次，改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以
加強統籌和協調跨部門的治鼠工作，強化各
部門對鼠患問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清潔
香港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地進行，切勿鬆
懈，而市民大眾亦應同心合力保持社區清
潔，只有官民合作，才是防治鼠患的最大力
量。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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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鼠要做足 免淪「口號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面
對人口老化問題，認知障礙症患者人
數亦不斷上升，中電義工隊與香港明
愛合作，推出「中電耆智大使探訪計
劃」，派出三十多名義工每個月上門
探訪懷疑有早期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透過遊戲及練習，令長者專注力、記
憶力等方面的退化減緩，有受惠長者
直言期待每月與中電義工的「約
會」。
中電與香港明愛今年全面推行「中電

耆智大使探訪計劃」，中電義工每月上
門探訪20戶懷疑有早期認知障礙症的長
者，並以填字、計數等練習，和平板電
腦及桌上遊戲，訓練長者的專注、空間
思維、計算及記憶等能力。連續第二年
參與計劃的鄭鑽婆婆表示，義工探訪時
除了會與她做訓練，亦可以閒話家常，
指自己十分期待每個月與中電義工的
「約會」。
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表示，義工

同事每個月探訪長者，一同和長者玩遊
戲，和他們建立關愛互信，有助社工掌
握長者情況。
負責計劃的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主任

黎有好表示，早期介入可減慢認知障礙
症患者退化程度，但社區對疑有此病早
期徵狀的患者較少適切的支援，認為每
月一次的定期探訪付出的不只是愛心，
亦要有承擔。她指超過一半參與計劃的
長者經評估後發現，記憶、專注及語言
流暢上，均有所提升，認為計劃成效顯
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主席黃友嘉昨日發表網誌指，
中美貿易戰急劇升溫，從事從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供應商首當
其衝，長遠可能影響行業發
展，但香港僱主現時普遍仍然
面對請人難、留人難的問題，
呼籲僱主為僱員提供更理想
的退休福利，以吸納優秀人
才，及減低員工流失率。
強積金透過僱員及僱主共

同定期供，由私營機構管
理，協助就業人口建立長遠
有序的投資紀律，累積退休
儲備，是香港退休保障的重
要支柱。黃友嘉指出，現時
約有29萬名僱主須定時為僱
員作強積金供款，當中不少
人近年對僱員退休保障愈見
重視，願意為僱員的退休保
障「行多一步」。

1.6萬僱主設自願性供款

據積金局的統計顯示，2018
年大約有1.6萬名僱主為其僱
員作出自願性供款，總額達
100 億元，較 2016 年上升
26%，受惠僱員數目自2016年
亦上升19%，達35萬名，而
每名有為員工作自願性供款的
僱主平均供款亦由2016年的
51 萬增加至 2018 年的 62.5
萬。
黃友嘉表示，身邊有僱主朋

友曾透露願意為員工作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提供更多的強積
金計劃供僱員選擇，以及定期
檢視強積金計劃的收費、服務
水平和投資表現，以建立更和
諧的勞資關係。
他透露積金局自2015年開

始舉辦「積金好僱主」嘉許
計劃以來，已有近1,400名願
意為僱員提供更佳退休福利
的僱主獲嘉許，他們除了來
自各行各業外，亦涵蓋大中
小微企。

鮮豬肉難求 批發價飆逾百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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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鑽(左三)直言期待每月與中電義工的「約
會」。

積金局主席籲僱主：退休福利可吸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上水屠房上星期再發現有
內地供港豬隻染上非洲豬瘟，
屠房昨日完成銷毀全部活豬後
隨即關閉進行全面消毒，由於
新鮮豬肉大幅減少，豬肉批發
售價急升至逾100元一斤，有
業界人士期望屠房可以盡快恢
復運作，但指要做到政府期望
的「日日清」有難度。
食環署職員昨日上午在上水

屠房以吊臂將經銷毀的豬隻搬
上貨車，分批送到打鼓嶺堆填
區，職員並在全部豬隻被銷毀
後開始進行消毒。政府早前預
計消毒工作需時4日，表示會
爭取在端午節前重開上水屠

房。
荃灣屠房現時雖然仍然運

作，但昨日只得 690 隻豬應
市，數量較平日大幅減少，售
價亦因而大幅上升，有肉檔指
瘦肉的批發價升至逾100元一
斤的天價，決定不做生意。鮮
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期望，
內地活豬可以盡快恢復供港。
對於政府提出屠房內活豬

「日日清」，令屠房每日有時
間清洗的目標，關國華指每個
代理商送豬時間不一致，政府
目標在執行上有難度，但表示
會盡量呼籲業界不要留豬隻太
久，希望縮短至36小時能夠全
部屠宰，以減少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
「香港眼科醫療發展之回顧及展望」展
覽昨日在香港醫學博物館開幕，展覽展
示了昔日眼科專科手術使用的儀器、以
文字方式呈現當時手術的步驟等，展覽
也加入了虛擬實景學習系統與模擬最新
3D投影技術，參觀人士能即場解剖蔬菜
並使用投影器在大屏幕上看到內部影
像，親身體驗新科技為顯微手術降低風
險。展覽於6月至9月期間舉行，為期3
個月。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致辭時表示，本港
醫療系統正面臨挑戰，因應人口高齡
化、環境因素等問題，例如長時間使用
智能手機，市民患上眼疾的比例亦增

加。他說，當務之急是防患於未然，減
低市民患病機會，從而減低市民對醫療
服務需求。

病人分享經歷 見證眼科發展
主辦機構昨日並安排了幾名同時接受

過新舊治療法的眼疾病人分享他們的親
身經歷，見證香港眼科醫療科技的發
展。患者麥先生曾先後雙眼患有白內
障，並進行手術移除晶體，第一次是囊
外白內障摘除手術，直接在眼角膜上開
一個傷口，去除晶體，並需要縫線。第
二次是超聲波乳化白內障手術，利用超
聲波乳化系統把晶體乳化成碎片，從針
孔大小的孔吸出，手術時間縮短，亦只

需局部麻醉，傷口
細小所以不需要縫
線，復原時間亦大
大縮短。
梁先生 20 歲時
曾患畢賽特氏症候
群所引發的眼睛葡
萄膜炎，需要依靠
注射及口服高劑量
類固醇，其後又轉
服傳統抗排斥藥，
卻產生副作用令身
體出現加速衰老的跡象。梁先生後來轉
服生物製劑，因為生物製劑是一種非化
學合成的蛋白質，只會喚醒自身免疫系

統，並不會破壞系統，所以對患者的副
作用大大減少。梁先生表示現在的生活
在生物製劑的幫助下有很大的改善。

■「香港眼科醫療發展之回顧及展望」昨日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銷毀豬隻送往堆填區掩
埋。

▲部分肉檔改賣本地農場
豬。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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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醫療展「切菜」體驗新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