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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審議無期「老友」恐等到死
200億元福利不知何時落實 安老設施早已不敷應用

四醫院工程遭殃 服務供應更緊張

安老「零等候」受挫
輸候時間變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香港

人口日趨老齡化，安老事務
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指出，現時長

者中心出現「質」與「量」未如預期
的問題，加上日間護理中心將於今年底

實施新的統一評估機制，認知
障礙長者將合資格輪候
有關服務，相信需求將
更加殷切，現時平均
12個月的輪候時間隨
時變兩年，現屆政
府「零等候」的
目標幾近無可
能達成，動用

200億元在私人市場買物業改建為社福設施是最簡
單、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
林正財指出，傳統上長者中心是靠新公屋落成

後新增服務，但市區公屋愈來愈少，例如觀塘、
油尖旺及深水埗均已多年沒有公屋落成；重建公
屋也需十多年時間，安老設施不足情況嚴峻，
「新界的情況雖然好一點，但同樣面對問題，就
是長者可能要到較遠的中心使用服務。」
地區中心及鄰舍中心方面，林正財指許多中心

接收的會員數目均遠超社署
的最低標準，「中心內

空間不足，運動儀
器放在角落，
70%至80%
屬『擠

迫戶』。部分中心的面積本身已低於標準，有些
更因無位放置電腦，要幾名同事共用一部。」
社署資料顯示，目前全港有41間長者地區中心

及169間長者鄰舍中心由社署津助，自2003年重
整長者中心服務後，已分別把兩者的標準室內樓
面面積增加83平方米及156平方米，林正財表
示，現屆政府在規劃新發展區時已將更多土地撥
作「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同時透過換
地條款增建福利設施，但始終「遠水不能救近
火」，「現時除了追落後，也要追未來需求，兩
者相加，就算用光那200億元買物業都解決唔到
問題。」
他建議將更多土地撥作「政府、機構或社區設

施」用途、運用土地時有更好規劃達至「地盡其
用」效果。同時，社會上已愈來愈少政府多用途
建築物，他認為政府應研究如何重啟「一地多
用」模式，靠政府內部機制增加福利設施供應。

立法會大樓7月1日遭大批暴徒衝擊、破壞，受損情況嚴重，立法會

開會無期，財委會積壓的逾40項關乎民生基建的議程或要延至下個立

法會年度處理。暴力衝擊背後，不同階層的市民首當其衝受害，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部分「受害人」，揭露他們因而陷入水深火熱的處

境。香港土地資源匱乏，尤其在人口老齡化下，安老設施不敷應用。

香港文匯報造訪一間長者中心，發現有中風長者在中心獲悉心照顧

後，現已行動自如，但中心環境擠迫，服務名額有限。目前，全港單

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已有約4,600人輪候，平均輪候需時一年。勞工

及福利局原訂本月向立法會申請200億元撥款，於全港18區購置物業

改建成158個福利設施，加強福利服務，惜如今撥款受阻，安老事務

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感慨說：「希

望撥款可早日通過，因為輪候服

務的長者多等一天也嫌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勞福局早前已根據各區所需擬備一份清單，
詳列158個擬購置物業的地區分佈，當中

包括15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48間長者鄰舍中
心及7間長者地區中心，其餘則涵蓋幼兒、青
年及康復服務。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基督教靈實協會行政總裁林正財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表示，長者中心擠迫情況普遍，服務供應亦遠遠不及所需，透
過私人市場去解決是最簡單有效的做法。據他了解，立法會仍盡力另
覓場地開會，「希望撥款可早日通過，因為輪候服務的長者多等一
天也嫌多。」
全港目前有76間津助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合共提供3,240個
服務名額，旨在為身體機能屬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長者提
供日間照顧及支援服務，協助他們改善生活質素，使他
們能夠在熟悉的社區安老。社署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
約有4,600人輪候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平均輪候時間
約一年。

累中風長者安老質素變差
吳先生及盧女士均因中風令活動能力轉差，分
別於4年半及22年前開始，使用基督教靈實協會
位於將軍澳翠林邨的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
現年65歲、當時輪候了約半年的吳先生表
示，過去幾年於中心內做運動及認識了許多朋
友，令他心境漸開朗，身體狀況轉好，現時雖
仍主要以輪椅代步，但已可靠柺杖走短程路，
惟覺得中心不夠大，感覺十分擠迫。
年屆八旬的盧女士的身體非常健康、行得走
得，完全不像曾中風。她說：「這裡環境很好，
最重要是可持續做運動，身體自然康復得快！」
惟她指出，由於中心內坐輪椅的服務使用者
比以前多，地方愈見擠迫，加上人手問題，見
物理治療師的次數由從前每周1次減至現時每
月一兩次，「有些運動器材需要他們在場才可
使用。」
由於盧女士的身體康復情況非常理想，使用
中心服務的次數亦由最初每周6次減至3次，
其餘時間可自行到附近公園運動，同時亦可騰
出半個服務名額予其他有需要人士。被問到對
入住老人院有何看法時，她反應很大：「唔好
玩啦！現時可以日日行幾爽呀！」吳先生亦坦
言「不想住老人院」，因為無咁自由。
基督教靈實協會長者服務主管周麗如表示，
體弱長者最需要運動，日間護理中心的角色十
分重要，但據知不少長者輪候了18個月才能
使用服務。
她說，連同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的長者，該中
心每天同一時間要服務逾60名長者，「撇除
認知障礙長者，中心連廁所的總面積才250平
方米，卻同時有約40名長者使用，平均每人
僅6平方米，加上需扶抱或坐輪椅的長者增
加，除了難以放置太多運動器材外，活動空間
也非常擠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的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同樣或因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未能開會而遭延誤，其中包括涉款
74.5億元的葵涌醫院重建工程，或未能如期
在2024年竣工；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北
區醫院及葵涌瑪嘉烈醫院的工程亦同受影
響。有病人組織及市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認為，香港醫療服務需求殷切，新醫院當
然愈多愈好，冀有關撥款可盡快批出。
為應付因人口增長和老化而日益增加的
醫療服務需求，政府已將重建葵涌醫院和
威院，以及擴建北區醫院和瑪嘉烈醫院荔

景大樓共4項工程放上日程，並準備交予
財委會審議，共涉款109.1億元，佔最多
為葵涌醫院工程的74.5億元。
惟因財委會無法開會審撥款，令原本計劃

在今年第三季展開、2023年第二季完工的葵
涌醫院第二期工程，以及2023年第三季展
開、2024年完工的第三期工程，或未能如期
完成。其他醫院的計劃也可能延誤。

病友批暴徒拖累社會
啟用38年的葵涌醫院，為深水埗、葵

青、荃灣、大嶼山等區的市民提供精神科護

理服務。截至去年3月31日，醫院設有920
張病床，佔醫管局精神科病床總數約四分之
一。九龍西聯網人口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
不斷增加，尤以與年齡有關的精神科疾病，
如認知障礙症的服務需求更為殷切。
昨日到葵涌醫院探病的梅先生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醫院內的設施仍良好，但
始終有一點陳舊的感覺，如醫院重建後，
提供更多新設施及多加一些病床，對病人
也有好處。他對不法分子破壞立法會也感
不快，因此舉令其他民生事務也受影響。
病人家屬廖女士也表示，現時到公立醫

院看病，經常需要大排長龍，希望有新醫
院並提供更多服務名額，可以減少輪候時
間是好事，她盼事件可以盡快解決。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表示，香

港的醫療服務需求殷切，向市民提供服務
的新醫院當然愈多愈好，他期望有關撥款
可盡快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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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聶曉
輝）立法會財
委會審議撥款
進度受阻，若
今個會期未能
再開會，所有
項目將延遲最
少4個月至1年
審議，極大機
會無法如期於明年首季起購置首批物
業改建成福利設施。有立法會議員
指，該項目獲財委會通過後，仍要諮
詢區議會，但區議會換屆在即，相信
最快明年中才能購買物業。
勞工及福利局原定就該200億元購

置物業計劃於本月向財委會提交撥款
申請，其後再諮詢區議會，爭取明年
首季起購置首批物業，社福機構可於
明年底開始運作。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何啟明估計，財委會難以於今屆會期
內召開會議，所有議程最快年底才能
處理。
由於計劃需要率先諮詢區議會，但

今年底正值區議會換屆選舉，相信最
快要明年2月區議會才召開相關會

議，整個計劃至少延遲一季。
對財委會會期受阻，社署發言人回覆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為使購置物業的計劃能盡快
開展，該署會安排與18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
會面、簡介計劃及聽取他們的意見。待有關撥
款程序完成後，政府會盡快展開籌備工作，包
括就地區福利設施的具體建議到各區區議會或
其相關委員會進行諮詢，爭取如期於明年第一
季開始購置首批物業。
社署同時指，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

的措施，增加對需求殷切的服務供應，包括善
用政府空置處所、物色適當用地透過重建或新
發展作長遠福利用途、推出新一期「私人土地
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在賣地條款中適當地
加入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及鼓勵私人發展商
在發展項目中提供不同類型的福利設施等。

■暴徒破壞致使立法會無法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正財林正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葵涌醫院重建計劃受阻葵涌醫院重建計劃受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長者正使用復康巴士服長者正使用復康巴士服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安老服務輪候時間恐延
安老服務輪候時間恐延

至兩年至兩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