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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將於下月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自由黨4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到
禮賓府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
就施政報告提出建議，包括建議全
民各派發 1 萬元，讓市民「舒舒
氣」，並提出特區政府可與深圳政
府商討，利用落馬洲河套區用作興
建港深創新科技園的土地，改建公
營房屋。

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
表示，鑑於近日發生的社會事件，
今次會面經過四次改期，但他認為
推遲會面是好事，可讓該黨更能因
應社會情況，提出更詳細和合理的
建議。
他認為，儘管本土消費下跌，但香

港本身底子不錯，建議特首可讓不同
司局長到海外進行游說，告訴全世界
旅客，香港的情況並非如電視鏡頭所

呈現般差。他也建議政府可在海外設
立工業園，讓不同產業人士可轉移產
業基地。
自由黨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邵家輝就指，近期零售業受反修例
風波影響，跌幅非常明顯，建議政
府分別向商舖和市民派發1萬元現
金補助，以帶動消費及「畀市民舒
舒氣」。
自由黨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補

充，向商舖派錢的方式，可按商業登
記派發予公司，至於派發予市民的1
萬元，則可參考2011年政府向市民
派發6,000元的做法，因此舉「大家
冇意見，行政費好低」，且能「幫到
市道，是開源的方法」。
被問到會否支持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建公屋，張宇人表示，政府一向
可以這樣做，但認為公私營合作發展
可以更快，且採用收地條例多少會有
阻力，政府要作出評估。公私營合作
發展及土地共享均是好計劃，希望政
府盡快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本
港首間中醫醫院將在將軍澳百勝角興
建，並預計於 2024 年底分階段啟
用。食物及衛生局即日起至12月13
日公開接受中醫醫院營運服務投標資
格預審的申請，申請者須有十年在港
提供中醫服務及管理醫療機構的經
驗。政府將向不多於4名預審申請者
批出投標資格，投標暫定於2020年
中進行，招標結果會在當年第四季公
佈。

採公私營合作營運
中醫醫院會採用公私營合作的模式
營運，中標者將與政府簽訂服務契
約，契約包括開院前3年半的籌備階
段，10年的醫院服務年期（可延長不
多於5年），及6年的服務後年期，
總合約期為20年至25年。

預審申請者須
在過去20年內，
有至少10年在香
港提供中醫服務
及管理醫療機構
的累積經驗，而
且其中的 5年經
驗 須 為 過 去 5
年。政府將於本
月24日舉行投標
資格預審簡介
會，參與者須提
前遞交相關文
件。
中醫醫院由政府出資興建，預計於

2024年底投入使用，屆時將首先提供
政府資助門診服務，第二年將開展政
府資助住院服務。醫院設有400張病
床，預計門診量每年可達31萬人次。

中醫院亦將作為本港三間提供中醫
藥課程的大學教學醫院，支持本地高
等教育院校臨床培訓和中醫中藥科研
用途，加強和提升香港中醫專業培訓
及推動中醫藥科研的發展。

將軍澳中醫院投標 須10年港營運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於今年1
月起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惟受惠市民未
夠廣泛。民建聯10多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
願，強烈要求政府盡快檢討計劃，並建議調低補
貼門檻至每月200元，以及提升補貼上限至600
元，讓更多市民受惠。政府代表其後接收請願
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月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周浩鼎及柯創盛
等，昨日到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外請願，要求政府
優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他們指出，在現時計劃下，市民每月交通開支

若超過400元，超出部分可獲25%補貼，上限為
300元。
惟補貼計劃的受惠人數最多只有230多萬人，平
均受惠金額僅近80元，認為計劃未能有效減輕市
民的交通費用負擔。

倡200元門檻 補貼額300元
他們提出兩項建議，包括將補貼門檻下調，由
現時的400元下調至每月200元，即市民每月交通
費用開支逾200元已可受惠；以及提升補貼額上
限，由現時的300元提升至600元。
根據記錄顯示，計劃推行首3個月，錄得每月

受惠人數分別為約235萬、194萬及236萬，每
名受惠市民分別平均獲發約79元、62元及 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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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倡全民各派1萬元舒氣

民建聯早前舉行記者會，指政府過去覓地建屋工作
「龜速」，令民怨積累，也令反修例風波演化為

暴力衝擊，且「土地共享計劃」暫緩，「明日大嶼」押
後等，預計未來幾年土地供應越來越短缺，建議政府引
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土地用作興建公屋，以
達至「三年上樓」目標。
民建聯昨日與黃偉綸的會面時，建議政府集中規劃一
些中、小型的公營房屋項目，如在新界北範圍內尋找合
適項目，以節省前期工作，力求10年內完成建屋，並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就如何填補公營房屋土地「缺
口」，提出具體的土地供應目標及時間表。

多管齊下覓地 讓市民看決心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多管齊下覓地，包括繼續推展
「明日大嶼」計劃、盡快公佈「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詳情，以及研究將預留予迪士尼樂園作第二期發展的

土地改作公營房屋發展；反映錦田南居民對收地的關
注，並建議當局檢討收地補償的計算辦法；透過整體
調高荃灣區的住用地積比率，以提高舊區重建的可行
性；為「樓宇更新大行動2.0」及「優化升降機資助計
劃」加碼等。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會後表示，在與黃偉綸的會面
中，對政府過去一段時間，在覓地建屋方面「龜速」的
情況表示不滿及擔憂，要求黃偉綸立刻有實際措施，讓
市民看到政府有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包括更加積極
《收回土地條例》興建公屋，達至已經承諾過的「三年
上樓」目標。

指政府引「收地」例方向一致
據民建聯透露，黃偉綸對上述多項建議反應正面，並

強調政府在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方面，與民建聯的方
向一致。黃偉綸指，政府早前改劃210幅土地作短、中
期房屋用地工作已完成三分之二，未來日子將集中研究
哪些私人土地適合改作公營房屋發展，而過程中將需要
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局方並透露，將就新界北第一期規劃研究，主要是新

田及落馬洲，展開招標程序務求加快覓地工作。
針對反對派聲言民建聯要求政府應用《收回土地條

例》是「為區選造勢」，李慧琼否認，並強調解決深層
次矛盾是現在最重要的事，又不介意與不同政黨溝通，
合力向政府施壓增加土地供應。
她還透露，民建聯下星期會約見地產建設商會，又會

邀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黃偉綸及其他持份者一起
舉行圓桌會議，商討增加土地供應、壓縮程序和處理深
層次矛盾等問題，黃偉綸已答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香港土地供

應匱乏，市民「三年上樓」希望遙遙無期。

民建聯昨日約晤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達對

政府「龜速」覓地的不滿，並要求政府更積

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土地興建公

營房屋。他們引述黃偉綸回應指，政府在過

去一段時間已積極作相關研究，亦同意更積

極引用相關條例增加土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家好）
自稱「獨立本土
派」的劉頴匡在
去年報名參加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
時 ， 因 其 主 張
「港獨」、違反
基本法和「一國
兩制」而被取消

參選資格。被「DQ」的劉頴匡其後提出選舉
呈請。高等法院昨日判決劉頴匡勝訴，再次確
認選舉主任有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但
認同選舉主任應給予參選人合理的機會去回應
質疑。
由於劉頴匡勝訴，在該次補選中勝出的「議

會陣線」范國威昨日被法庭宣佈非妥為當選。
法官在判詞中指，即使選舉主任認為有強而

有力的客觀證據，證明參選人並不是真誠擁護
基本法，但基於公平原則及程序公義，選舉主
任需要先給予參選人合理的機會去回應質疑。
但判詞強調，選舉主任在公共選舉中，有權

力就參選人於提名表格內的聲明是否真誠擁護
基本法，能決定有關提名是否有效。
對於選舉主任判定劉頴匡行為不合「擁護基

本法」的結論，法庭現階段則毋須作出任何裁
決。
由於劉頴匡勝訴，范國威很可能喪失議席。

范國威昨日發出聲明承認，「今日的判決結
果，可能意味着我要離開立法會這個平台」，
但他稱會與律師研究判詞，以及和團隊商量下
一步的行動，包括會否上訴等。

劉頴匡選舉呈請勝訴
范國威或失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中
小企近期面對各方面的經營困難，特區
政府接納工商界及聯盟意見，早前宣
佈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一眾中小企
普遍表示歡迎。經民聯昨日舉辦「支
援中小企應對經濟挑戰講座」，邀請
特區政府、銀行和財金界的代表，向
中小企代表講解相關措施，解答他們
在申請手續、融資周轉等方面的疑
難，協助他們應對經濟挑戰，度過當
前難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
府已提出多項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
要加快、加多小型工程，穩定建造業的
就業機會，並帶動其他行業。
經民聯舉辦的講座反應熱烈，吸引

逾200名工商界代表出席。出席嘉賓
除陳茂波外，還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邱騰華、工業貿易署署長甄美
薇、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兼總裁李令翔等。經民聯監事會主席
林建岳，經民聯主席盧偉國，經民聯
副主席林健鋒、劉業強、吳永嘉亦出
席講座，並從商界和中小企角度向各

嘉賓提問和討論。

港經濟唔止十號風球
陳茂波在致辭時表示，目前本港經

濟正處於內外夾擊的下行時期，部分
中小企可能正處於「當風位置」，
「而家可能八號或十號風球都唔止，
可說是形勢相當險峻。」
他說，政府為此已提出多項措施支

援中小企。在減輕中小企經營成本方
面，上月已宣佈豁免27項政府收費
一年；同時為食環署轄下的街市檔
位、以及政府土地和物業減租一半，
為期半年。在幫助企業資金周轉方
面，於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九
成信貸擔保的新產品，將可以為中小
企提供最多600萬元貸款，並豁免企
業需有12個月營運經驗的限制，惠
及經營經驗尚淺或有意創業的人士。
他又指，還會就政府的一些資助計

劃加碼及優化，又會整合現時40多
個由政府商經局、創科局和不同法定
機構提供的基金，為中小企提供一站

式解答服務，這40多個基金合共的
總承擔額達350億元。此外，政府亦
會加快小型工程項目的進度，穩住建
築業的就業機會，建築業的就業亦能
帶動多個行業。

經民聯辦講座解惑
林健鋒則表示，政府推出了一連串

措施支援中小企，包括延長「中小企
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
施」，及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等，
不少企業都表示有興趣，但就對如何

申請存在疑惑，亦擔心申請時間太
長，希望這次講座可以助中小企解惑。
在講座的提問環節，中小企代表

都對各項計劃的申請細節提出相當
實務的問題，亦借發言的機會促政
府「加碼」，並特事特辦，從速審
批貸款，以解業界燃眉之急。而盧
偉國、劉業強、吳永嘉也於他們所
屬界別的角度，提出申請辦法及細
節方面的疑問，希望增加企業成功
申請貸款的機會，嘉賓們都一一耐
心解答。

陳茂波：多招助中小企渡難關

■食衛局即日起至12月13日公開接受中醫醫院營運服務
投標資格預審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恒鑌、周浩鼎及柯創盛等昨日到政總請願，要求政府優
化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受訪者供圖

■民建聯與黃偉綸會面，建議政府集中規劃一些中、小型的公營房屋項目。圖為沙田乙明邨。 資料圖片

■■陳茂波出席經民聯舉辦的陳茂波出席經民聯舉辦的「「支援中小企應對經濟挑戰支援中小企應對經濟挑戰」」講座並與其他嘉講座並與其他嘉
賓在講座合照賓在講座合照。。

■劉穎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