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政「青年為本」棄「家長式心態」
張建宗：速復安寧 穩定營商 港回正軌 聚焦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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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劏房客在
缺乏租金管制及缺乏
完善租住權保障下，
年年加租已不鮮見，
除此之外，不少租客
的水電費亦遠高於市
面。社區組織協會的
一項調查顯示，222
戶劏房租客電價中位
數為每度電1.6元，
對照中電400度以下
電價每度約0.9元，
超出近一倍。水費方
面，受訪劏房住户每
立方米水中位數為15
元，遠高於水務署在
該區間段的約4元收費。

電貴近倍 水超3倍
社協在今年 1 月至 3 月期

間，對222戶租住劏房的租戶
訪問調查，透過其租約或租
單了解其租金、水費、電費
等支出情況。租金中位數為
4,200元，租金連水電費中位
數為4,677元，最高者更達萬
元以上。
受訪劏房戶每月電費中位數

為238元，每度電中位數為1.6
元，最高者為兩元一度電，用
電量中位數為151度電，接近
九成住戶用電量在300度電以
下。而根據中電標準首400度
電收費應為 0.947 元至 0.967
元，若是普通住宅用戶按上述
用電量，僅需繳付140多元。
劏房戶每度水價中位數為15

元，用水量中位數為6個立方
米水，而每月水費中位數為84
元。
照水務署水費定價，現時首

12立方米的用水量毋須收費，
隨後則按累進制每立方米收取
約4元至9元，劏房水費收費已
遠超官方定價。
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者

水電費開支佔租金逾一成，
一成水電費每月開支逾 700
元，更有劏房户需繳付租金
連水電費逾萬元。受訪者張
女士現時領取綜援金額每月
6,000多元，惟每月租金連水
電費已逾4,000元，她只能大
嘆開支壓力逼人。
社協認為，業主或中介並非

按單位水電實際使用量收
費，而是謀取暴利。
社協建議兩電及政府應監管

及巡查有關單位的電費水平是
否有濫收，以及其電力裝置是
否合法及安全，作出補救措施
或執法行動。
社協並希望電力公司能靈活

變通、簡化安裝獨立電錶程
序，讓更多劏房戶可以脫離電
費「海鮮價」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強積金制
度推行已近20年，政府和積金局現正密鑼緊
鼓地籌備建立「積金易」中央平台，以便中央
處理強積金計劃的行政工作，令工作更具標
準、更為精簡和自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表示，目標是於

2022年完成開發中央平台，並分階段投入運作，
並預計可帶來四方面的效益，包括提升用戶體
驗、提升制度的整體效益、減少規管工作和合規

負擔，以及長遠令強積金管理費有下調空間，為
未來實施「全自由行」作好準備，增加成員得
益。
劉怡翔昨日發表題為「邁步籌建『積金易』中

央平台」的局長網誌。
他解釋指，強積金於2000年成立，當時因應

實際環境及需要，以分散方式運作，為的是盡
快普及服務，在未實行制度時，只有三分一的
工作人口可享有退休保障，現時已有84%的總

就業人口透過強積金計劃、職業退休計劃、法
定退休金或公積金計劃獲取保障。
劉怡翔指出，政府已委託積金局擔任項目執

行機構，負責建立、擁有及營運中央平台，而
政府將於下周三向立法會提交首階段的立法建
議，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賦予積
金局明確的權力以成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建
立、擁有和營運中央平台及法律實體。
積金局亦正就強積金註冊計劃制訂標準化的

行政工作程序，以準備招標工作及下一階段的
全面法例修訂工作，現時的目標是於2022年
完成開發中央平台，並分階段投入運作。

「積金易」冀2022年完成開發

劏房戶硬食癲價水電費

中國發展的香港擔當

自古以來，香港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
管是英殖時期還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在中華民族
的復興征程上和偉大祖國的發展歷程中都從未缺
席，體現着不可替代的擔當。

抗日期間的一抹紅抗日期間的一抹紅
在長達15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年代，1941年至

1945年香港經歷了長達3年零8個月的苦難日據時
期。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打的香港保
衛戰，很快便敗陣，舉手投降，日本佔領香港。為
了配合廣東地區的抗日活動，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
隊在1942年成立，幾年間，從一支200多人的團隊
發展到超過6000人的抗日軍，積極投身到保衛家
鄉、抗日救國的戰爭中去。上世紀的40年代，新中
國尚未建立，香港仍在英國、日本的控制之下，但
在華夏大地需要的時候，香港與祖國同心同德。

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二戰結束後，全球經濟結構悄然發生變化，各地
區的分工合作更加緊密，香港從一個以轉口貿易

為主的港口城市逐步轉向成工業化城
市。在海外訂

單需求旺盛、標準化的製造流程、寬鬆的創業環境
等因素的刺激下，香港的中小型工業企業如雨後春
筍般成長，締造了一個個玩具大王、塑膠大王等香
江神話。進入70年代末期，內地雖然實行改革開放
政策，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生產技術等都不夠發
達，正是香港商人率先回到內地投資，在珠三角複
製香港的生產模式，推動內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
展，幫助內地實現跨越式發展。在祖國的經濟發展
遇到了困難和瓶頸時，香港與祖國同向同行。

汶川地震的大同心汶川地震的大同心
兒時收看香港電視，有個場景至今難忘，每每內

地遇到各類自然災害，香港社會各界都本着血濃於
水的骨肉深情，踴躍自發慷慨解囊，組織舉辦賑災
晚會，各路知名人士、演藝明星紛紛通過媒體呼籲
捐款。2008年 5月 12日，四川汶川發生了 8級特
大地震。天災之後，從香港特區政府到立法會、賽
馬會、慈善機構等各類組織、團體，從政商名流、
專業人士到普通市民，全社會紛紛伸出援手，不僅
在短時間內籌集了200億港元的善款，更為災區提
供了搜救、醫療、物資等方面的幫助，並援建學
校、醫院、交通等基礎設施。在內地人民面臨災害
時，香港同胞與祖國同聲同氣。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的「「超級聯繫人超級聯繫人」」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倡

議。不管是社會制度層面，還是地

理位置，香港注定在「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中承
擔重要角色。為了更好地把握發展機遇，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打開門戶、擦亮品牌、發揮優勢，2017
年12月，國家發改委與特區政府共同簽署文件，通
過26項合作措施，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
一路」建設。經過多年的發展，祖國已經逐步走向
世界舞台的中心，聯繫夥伴、加強合作、共商共贏
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帶一路」正是在這樣
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而香港則是重要的窗口和門
戶。在祖國騰飛之時，香港與祖國同奔同贏。

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粵港澳大灣區的主人翁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在習近平主席見證

下，《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
議》正式簽署。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這不僅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更是「一國兩
制」事業走過二十年後，站位更高、範圍更廣、影
響更深遠的一次新實踐。短短兩年間，廣深港高鐵
和港珠澳大橋接連通車，香港更好地與祖國內地特
別是區內其他城市互聯互通；中央推出系列政策措
施便利香港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生
活，加強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等方面的便捷流通；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進一步支持香
港青年在區內其他城市的創業，發掘香港以外的機
遇。可以說，路暢、心

連、政策通，香港與其他持份者在粵港澳大灣區同
建同創。

香港同胞和內地人民同為華夏子女、炎黃子孫，
在每個重要的時刻我們萬眾一心！雖然香港回歸祖
國只有 22年的時間，但回望歷史，香港對祖國的
發展從冇「甩拖」。直到今天，香港仍是內地的主
要貿易中介樞紐，是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者，
是內地企業到境外投資的橋樑、重要的集資平台。
相信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香港與祖國必將「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

新界工作部 李越瀚

■港珠澳大橋通車促區內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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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協會調查發現，不少劏房租客
的水電費遠高於市面。 社區組織協會供圖

張建宗表示，過去幾周發生的事件，
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及焦慮。汲取

事件經驗，政府未來會以最謙卑和最開放
的態度，用心聆聽不同階層的意見，虛心
接受批評，好好掌握社會脈搏，審時度
勢，剛柔並濟，令施政更貼近民意，更切
合市民的需要及期望。政府會以市民福祉
為出發點，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

息爭求同存異 聚焦民生經濟
他強調，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安寧，穩

定營商環境，讓香港重回正軌是當務之
急。
因「香港是我的家，無分你我他」，大
家放下紛爭，以求同存異、互諒互讓的務

實態度，一同推動香港繼續向前邁進。
他表明，未來3年，政府會聚焦改善民
生，發展經濟，全方位加強與社會各界的
溝通，而青年人更是重要的對象。政府會
透過不同渠道，用心聆聽青年人的心聲，
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吸納他們的意見
及建議。
他明言，「關心青年」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要用心做實事，建立互信。政府除致
力做好「三業三政」，未來施政會以「青
年為本」，去除「家長式心態」，放下身
段，耐心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將青年的意
見及建議盡可能適當地融入政府施政。

廣會青年社群 促進上流機會

他提到，上星期曾與青年發展委員會20
多名成員會晤，細心聆聽他們對最近事件
及政府施政的意見。政府會繼續接觸不同
群組的青年人，好好掌握他們的脈搏，為
青年拓闊發展空間，促進向上流動的機
會。
張建宗指，青年發展委員會將扮演更主

動及積極角色，讓青年人了解政府的運
作，「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是其中一個途
徑。計劃自去年起常規化，至今已擴展至
25個委員會，開放共51個名額。第三期計
劃的招募已展開，共開放20個名額，於本
月17日截止。

欣喜青年參與議政比例攀升

他並指，政府廣納賢能及鼓勵青年議政
論政，現時約有4,500名社會人士獲委任
在約43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服務，共擔任
約6,900個職位。當中18歲至35歲的青年
成員比例，由前年的7.8%增至去年底接近
10%。政府目標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把比
例提高至15%。
他續說，為強化政府人才庫，政府邀請

出席自薦計劃面試的申請人授權，把他們
的資料存入政府中央資料庫內，讓各政策
局和部門提取資料考慮委任。
資料庫內的青年人百分比已由前年10月

的6.5%，大幅增加至現時約20.4%，增幅
逾兩倍，反映不少青年人對公共事務及為
政府出謀獻策的熱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特

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爭議，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以「青年為本

、加強溝通」為題發表網誌，他指出

現時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和

安寧，穩定營商環境，讓香港重回正

軌，政府會聚焦改善民生，發展經

濟。張建宗並表明政府未來施政會以

「青年為本」，去除「家長式心

態」，放下身段，耐心聆聽年輕人的

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瑩）中國傳統
道德「百行以孝為先」，兒女照顧父母是義不容
辭，但社會卻忽略他們背後承受着龐大的壓力。
海港青年商會昨日舉行《不離不棄》照顧者精神
健康工作計劃「在職家庭照顧者困難調查發佈暨
分享會」，調查指，大部分照顧者都是子女，而
且需要全職上班，要同時兼顧工作及家庭。有以
輪椅代步的人士分享，自己雖然是被照顧者，但
也同時是照顧者，每天要照顧年邁的父母，壓力
很大，希望社會多給予他們關心，政府多給予支
援。
海港青年商會的調查在本年3月至6月舉行，

根據160份問卷調查的結果，七成受訪者需照顧
家中的長者或病人，近八成為全職上班族。可見
普遍照顧者角色由家人擔當，而且絕大部分為全
職員工，時間分配、病情反覆及照顧困難成為他
們主要的壓力來源。

肌萎婦照顧爸媽感受壓
然而，面對工作及家庭的壓力，超過七成五的

受訪者表示工作環境沒有相關的關懷政策方便他
們照顧家人。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或企業應
提供生活津貼、情緒及照顧技巧的支援，有六成
則認為相關機構應提供照顧者關懷措施，如假期
及彈性上班時間、日間護理服務等。可見機構支
援有助平衡照顧者工作與家庭上的時間及精力分
配，有助他們減輕壓力。

年近四十的游家
敏正修讀社會工作
學士學位，亦是香
港女障協會的主
席，先天患有脊髓
肌肉萎縮症的她需
要以輪椅代步。她
表示，3年前搬回家
與退休的父母同
住，希望能協調兩
老之間的生活細
節，充當和事佬的
角色，讓他們適應
退休生活，並幫助
他們建立健康的習
慣，強化生活圈子。她指自己既是被照顧者，也
是照顧者，壓力很大。
她表示，不婚的殘疾人士與年邁的父母同居猶

如一個重災區，並引述有會員的外傭因招架不住
沉重的工作量，不夠兩星期便辭職。她指大部分
殘疾的照顧者都背負着重重的壓力，猶如計時炸
彈，隨時一觸即發，釀成悲劇。

照顧患癌母 壓力影響情緒
該計劃的活動大使林秀怡昨日亦有出席，分享

照顧曾患子宮頸癌母親的經歷，她憶述當時得知
消息後晴天霹靂，而且有時因工作不能抽身陪同

母親覆診會擔心錯過重要的消息。孤立無援的她
面對情緒、經濟、心理、工作壓力接踵而來，猶
如「啞巴吃黃連」，分享時更不禁落淚。排山倒
海的壓力令她脾氣非常暴躁，並曾對朋友破口大
罵，其後她利用自己的喜好拯救了自己，就是有
空就去看電影，逐漸令情況好轉。
勞福局副局長徐英偉致辭時表示，每一個人都

有機會成為照顧者，因此政府應加強社區照顧服
務，減低照顧者的壓力。他表示，有僱主埋怨缺
乏人才，建議他們推出關懷政策，如彈性上班時
間，減低員工工作壓力之餘亦能成為公司的賣點
吸引人才。他認為香港的文化應更互助互愛、包
容、扶持。

打工仔孝順仔 兩「仔」難兼顧

■李明珠、
林秀怡及游
家敏分享身
為照顧者的
經歷。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楊曉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