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置縮水重推 冀清4萬「剩貨」
擬撥「綠置居」市價二五折發售 或「單位互換」申購公屋

香港新聞A10

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責任編輯：勞詠華

據了解，房委會正循兩個方向推售相關單
位，包括在收回相關單位後，不再重新

編配，並撥入每年「綠置居」恒常計劃，以
市價約二五折或三折發售，估計細單位可低
見約 50 萬元；另一方向為「單位互換計
劃」，現居於非租置屋邨的公屋戶可向房委
會申請購買餘下約4萬個租置單位，但就需將
現居住的出租單位交還予房署。

或提供誘因 讓租戶遷走
房委會於1998年推出租置計劃，讓公屋租

戶可購入現居單位，涉及39個屋邨，樓齡介
乎28年至37年，合共約18.4萬個單位，但由
於租置屋邨涉及業主及租戶並存的情況，隨
着樓齡愈趨老化衍生大量管理及維修等問
題，計劃實行數年後至2005年便叫停，至今
仍有約4萬個單位尚未售出。

消息人士透露，房委會會考慮提供誘因給
予現時居於上述4萬個單位的租戶，搬到其他
公屋單位。若租戶遷出或自然流失，有關單
位會「鎖起」，不再編配出租，並會撥入每
年的「綠置居」計劃中，向合資格綠表者包
括其他公屋租戶或公屋輪候冊申請者以市價
約二五折或三折發售（折扣會考慮租置單位
的地區、樓齡等因素），低於現時綠置居的
四二折，估計細單位平均售價僅約50萬至60
萬元。
消息人士又稱，房委會亦考慮容許現居於
非租置屋邨的公屋戶可向房委會申請購買上
述4萬個租置單位，但就需將現居住的出租單
位交還予房署。

研注資租置屋邨維修基金
至於租置住戶關心的維修管理問題，房委

會亦會研究是否加強注資租置屋邨內的維修
基金，助租置住戶承擔部分保養和管理開
支。
不過消息強調，政府現階段無意在全港重
推租置計劃，因無法解決混合業權等問題，
而每年的「綠置居」計劃已可解決公屋戶的
置業需求。
另外，據悉當局亦擬向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

的家庭申請者提供租金津貼，金額將按家庭
成員人數遞增，津貼會從房委會結餘或「房
屋儲備金」承擔，前者至2023年3月底有410
億元，後者現已滾存至800多億元。
不過，消息指出有關措施在政府內部亦引
起討論，當中房屋署內部認為，若為劏房戶
提供租金津貼，必須同步推出租務管制，才
能令租金不會因而大幅上升，否則有關津貼
只會落入業主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明日出爐，基層房屋政策料是主打。社會各界如民建聯、團結香

港基金、公屋聯會等都提出政府應重推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會聽從民意，但規模局限於

當年39條租置屋邨、約4萬個剩餘出租公屋單位。

■港府擬重推租置計劃售餘下的4萬個單位。圖為香港大型公共屋邨華富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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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首屆少數
民族地區（香港）成就展暨非物質文化遺產
展示活動」，昨日在港開幕。展覽以中國五
大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發展為主線，重點介紹
地區發展成就；同場亦設「非遺」精品展示
專區以及特色民族表演，好讓香港市民能親
身體驗中國少數民族的獨特魅力。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常委、統戰部部長徐紹川，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宋如安，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
積志等出席開幕禮。
是次活動於本月14日至17日期間在香港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展覽以五大少數
民族自治區的發展為主線，兼顧其他少數民
族的特色內容和突出成就，從城市風貌、文
化傳承、當地龍頭企業等角度，介紹中國少
數民族地區發展成就。
同場亦設有「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

精品展示專區，集中展示新中國成立70年
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各
具特色的「非遺」精品。這是內地首次在港
展示少數民族特色文化成就，也是首次在港
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

港人體驗少族魅力
此外，大會又邀請到數十位少數民族地區

代表和「非遺」傳承人赴現場進行民族表
演，讓觀眾親身體驗、感受少數民族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
活動由紫荊雜誌社、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

及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合辦。主辦方希望通過
展覽將中國少數民族的發展歷史、特色以及
文化宣揚出去，讓香港市民以及訪港旅客可
以體驗到少數民族70年來的繁榮發展、輝煌
成就，以及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守護
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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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
報販大聯盟多名代表昨日到立法會外
請願，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
自由黨議員邵家輝及張宇人等遞交請
願信，促請議員正視基層小報販的訴
求，並希望政府聆聽販商及持份者的
意見，在施政報告公佈以立法規管的
方式，取代全面禁止加熱煙產品，並
容許販商出售。

指暴衝累生意減半
大聯盟主席廖社青表示，受近月暴
亂影響，本地顧客及訪港旅客的消費
額大幅下滑，零售業遭受重挫，加上
報攤多位處市區人流密集的地點，首
當其衝受一連串激烈示威及衝擊影
響，不時被迫提早關門甚至全天停
業，令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大跌40%至
50%，業界遭逢前所未有的寒冬，極
度憂慮營商環境。
他表示，各區報販正在逆境中努力
求存，同時希望政府能聆聽他們的意
見。政府去年提出全面禁止出售加熱
煙產品，他們已表達強烈反對，認為
政府應允許商販在合理的規管下販售
加熱煙產品，且「一刀切」禁售或會

變相鼓勵市民從其他非法渠道去購
入，結果得不償失。
他提到，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已

於6月通過動議，要求政府考慮以不
同方式規管電子煙、加熱煙及其他未
來出現的新型吸煙產品。大聯盟支持
立法規管，並透過規管容許報販售賣

加熱煙，避免報販再受打擊。
大聯盟重申，報攤是香港的傳統和

特色，這份香港特色可以傳承下去，
期望議員能夠敦促政府在這段艱難時
期從善如流，聽取意見，並督促政府
了解民情，聆聽業界聲音，讓報販有
更多的空間可健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年初
公佈，提出要「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
化水平」、「加強食品食用農產品安
全合作」等目標。
民建聯昨日舉辦「建立大灣區食品
安全標準」圓桌會議，邀請了近40名
政府官員、學者及業界代表出席共議
如何促進大灣區食物安全，與會者都
認同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指政府應與
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加強溝通交流。

標準未統一 體制有衝突
全國政協委員、中山大學粵港澳發
展研究院理事長林武早前曾表示，大
灣區作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
群，灣區居民對享有最為安全優質並

且便利的食品供應有着迫切的需求，
但大灣區卻沒有一個統一的食品安全
標準，造成目前三地政府在食品安全
監管上，在體制上法律上都有不少衝
突，不但推高政府治理成本、影響食
品物流的暢順流通，而且還弱化了在
防控和應對食品安全風險方面的能力。
為了配合相關的發展，民建聯昨日
舉辦圓桌會議進行討論，與會者都認
同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非常重要，
並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善用科技、加
強建設溯源系統，以及與大灣區內其
他城市加強溝通交流等。
就大灣區應否建立食品安全統一標

準，與會者之間意見不一，佛山市食
物安全學會會長董華強認為有必要，
建議「做高唔做低」，即將粵港澳三

地對各種食品的標準並列，採取三者
中最高標準；惟前理工大學副校長呂
新榮卻認為，統一標準的做法並不可
行，「各地民情唔同，有啲地區可能
想要平啲嘅食品，願意接受較低嘅標
準。」
會議主持、民建聯食物安全事務發
言人何俊賢總結時表示，目前政府在
許多政策上，仍未能將大灣區互聯互
通的精神體現出來。政府應在食物安
全方面，根據具體情況拆牆鬆綁，去
除不合理及不合時宜的規矩，加強區
內食物的自由流通。
何俊賢強調，是次圓桌會議只是開

始，日後民建聯會繼續與業界及各持
份者加強溝通，並搭建更多更大的平
台，以促進大灣區食物安全。

報販聯盟冀加熱煙改規管代全禁

民記圓桌會議 商增灣區食安

■民建聯舉辦「建立大灣區食品安全標準」圓桌會議。

◀全港報販大聯盟向黃定光(中)遞交
請願信。 受訪者供圖

■少數民族歌舞表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加薪是每名打
工仔都期待的事，但在經濟環境及立法會拉布
下，建造業工人今年卻要凍薪。工聯會香港建造
業總工會昨日指出，在與各建造業持份者談判或
協商後，決定由下月1日起暫不調薪。工會指
出，目前混凝土、扎鐵、模板及挖掘機等前期工
種成為失業及開工不足的重災區，樓宇工程更已
出現裁員情況。工會促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停止
拉布，盡快通過逾700億元工程撥款；同時希望
政府推行措施，增加建造業工人競爭力及其工作
機會。
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建造業去年的失業率為

4.6%，高於其他行業；今年首8個月的平均失業
率更升至5%。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指出，隨着不
少大型基建項目竣工，混凝土、扎鐵、模板及挖
掘機等前期工種成為重災區。工會早前一項訪問
了逾1,800名會員的調查顯示，樓宇工程已出現

裁員，一些年長及工資較高的技工首先被裁；其
餘工人的工作日數亦大幅減少。
調查同時顯示，約60%模板工人反映開工不足
10天，近期更蔓延至泥水及油漆等中期工種；綜
合各工種計算，36%工人薪酬不足工會參考價。
工會今天舉行記者會，由不同工種的代表訴說苦
況。

工會促速通過逾700億撥款
工會指出，立法會工程撥款由2013年起便一直
遭反對派拉布，以致工程量逐漸不足；2018至19
財政年度共有29個項目獲立法會工務小組通過審
議提交財委會審批，涉及1,402億元，但仍未獲
財委會通過撥款的工程額逾700億元。
工會表示，數月前立法會遭暴徒衝擊與破壞導

致提早休會，未能審議撥款，對建造業更是雪上
加霜。

拉布拉高失業率 建造業工人凍薪

▲各區報販正在逆境中努力求存。
資料圖片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昨日榮獲聯合國教

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這
是繼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下
的藍屋建築群於2017年得獎後，再有香
港保育歷史建築項目獲此最高級別殊榮。
此外，「南豐紗廠」— 一個將紡織和工
業與創意、藝術和文化無縫交織的私人地
標式保育項目，亦榮獲評審會創新獎。圖

為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
（中）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曼谷辦事處處長青
柳茂（右）頒發獎項，旁為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
任浩晨（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大

館

獲

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