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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下年向N無戶發兩次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文森）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援助綜援網以外的低收入人士，鼓勵他們自力更

生，包括優化在職家庭津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昨日宣讀施政報告時進一步宣佈，將全面調高職津金額，

增加計劃下與工時掛鈎的住戶津貼16.7%至25%；將兒童津貼大幅增加40%，一個有兩名兒童的4人住戶在

計劃下可領取的最高金額將由現時每月3,200元增至4,200元。同時，政府會邀請關愛基金於下個財年先後兩

次透過現金津貼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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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租津調高 免計入息大增

兩童家庭職津月增千元
改善民生政策重點
勞工及福利
■調高在職家庭津貼金額，增加住戶津貼16.7%至
25%，並把兒童津貼大幅增加40%

■改善綜援計劃以鼓勵就業，包括將每月最高豁免
計算入息限額增加60%至4,000元及增加租金津
貼等

■關愛基金下財年發放兩次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
收入住戶提供的「一次過生活津貼」

■為建造業工傷僱員推出一個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
讓傷者接受私營治療及復康服務

■以試點方式向參加勞工處就業計劃的人士發放留
任津貼，鼓勵完成在職培訓

■優化課餘託管服務，包括增加2,500個豁免全費名
額等

■增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名額、特殊幼兒中心及住
宿康復等服務名額

醫療衛生
■加強對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支援

■爭取在6區設立康健中心，在其餘11區設立「地
區康健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任期內6區增設康健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位於葵青的全港
首間地區康健中心上月已經投入服務，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新年度施政報告中公佈，計劃在
任期內再於另外6區設立康健中心，及在其餘
11區興建屬過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同時
會加強對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支援。
林鄭月娥提出，會加快把地區康健中心服務
推展到全港18區，「預料可於本屆政府任期內
在另外6個地區成立康健中心，並會在其餘11
區設立屬過渡性質的『地區康健站』。」

深水埗黃大仙已選址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新的康健中心分別位於
深水埗、黃大仙、荃灣、元朗、屯門及港島南
區。其中，深水埗、黃大仙的康健中心已分別
選定石硤尾邨第六期重建後商場的一層，及鑽
石山公屋第一期商場為永久選址。兩所中心預
計可於今年內展開營運招標，最快2021年啟
用。
至於荃灣、元朗、屯門及港島南區，政府消
息人士透露，合適的康健中心永久選址可能要
在10年或更長時間後才出現，政府會考慮租用

區內合適物業，在處理裝修等問題後再交由營
運商營運。

設罕見病庫加強支援
設於未有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屬過渡性質的

「地區康健站」規模較康健中心小，政府消息
人士承認，康健站未必可以接收由醫管局轉介
的病人進行社區復康治療，但強調一般的社區
健康推廣、諮詢及慢性病管理等服務均可以在

康健站進行。
政府同時會加強對不常見疾病患者的支援，林

鄭月娥表示，政府會與醫院管理局推出一系列針
對性措施，包括研究就個別不常見疾病建立資料
庫，以輔助臨床診斷和治療，在不牴觸病人私隱
的情況下提升公眾對不常見疾病的認知。
她續說，政府會透過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

金加強支援不常見疾病及癌症患者的藥物治
療，並會檢視人手配套及投放資源協助照顧患
者需要，投放資源促進相關科研發展及臨床研
究。
針對公立醫院醫護人手長期短缺，林鄭月娥

指出，醫管局會聘用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
業生，並向他們提供相關專科培訓，及在不影
響本地醫生接受專科培訓的情況下探討為剛註
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提供專科培訓，以增加他
們來港服務的誘因。
另外，醫院管理局亦會推行智慧醫院措施，

包括研究以流動及物聯網技術為實時數據基礎
的智慧病房、加強統籌醫院服務及病人分流的
病人服務協調中心，及用機械人提供物流支
援。

■全港首間葵青康健中心於9月下旬投入服
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施政
報告宣佈推出一個為期3年及針對建造
業的工傷復康的先導計劃，以個案管
理模式為工傷病假達6星期或以上的僱
員提供適時及高協調性的私營治療及
復康服務，但由於涉及修例賦予職業
安全健康局職能，料最快要2022年才
能推出。現時法例要求僱主支付每日
最多300元醫療費，消息指計劃實行
後僱主仍需支付同樣數目的費用，餘
下醫療費則由政府承擔。
政府消息指出，去年約有2,300名建

造業工人因工傷請病假達6星期或以
上，佔行業整體22%，不論人數及比
例均為各行業之最，他們一般於公營
醫療系統接受復康服務，惟排期時間
很長，例如骨科穩定個案輪候時間長
達逾百星期，令他們錯過黃金復康
期，「若愈拖愈久，只會令他們重投
工作的意慾降低。」
施政報告公佈在建造業推行3年先

導計劃，由職安局以合約形式招標，
向需申請6星期或以上病假的建造業工
傷工人提供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與骨
科等私營治療及復康服務，讓工人獲
免費治療。除僱主繼續承擔現有醫療
費金額外，其餘由政府「包底」，且
不設上限，有關個案會由個案經理跟
進，治療次數則視乎其臨床需要由醫
護人員決定。
政府將委託職安局管理計劃，但須

通過修例賦予其職能，未來一兩個月
將諮詢醫護及勞資雙方等調整細節，
料最快要2022年才能推出。

津貼青年老年在職培訓
施政報告亦提及不少勞工保障的新措施，包括

優化現行為註冊安全主任提供專業進修計劃的指
引，以提升他們的專業水平；與不同持份者合
作，加強通報裝修及維修業風險相對較高的作
業，讓勞工處進行更針對性的巡查，預防意外發
生；推出「工地安全大使試驗計劃」， 鼓勵建
造業工人舉報不安全工作環境；以試點方式，向
參加勞工處就業計劃的年長人士、青年人及殘疾
人士發放留任津貼，鼓勵他們接受及完成在職培
訓，從而穩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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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後，建造業工傷工人將免費獲私營物理治
療、職業治療與骨科診症。圖為一宗地盤工傷意
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扶貧為現屆政府工作重點之
一，2019年施政報告亦於現行綜
援制度下推出多項措施，包括提
高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最多
27%，其中單身人士由目前的
1,885元增至2,400元，6人或以
上家庭則由 6,610 元增至 7,400
元，預計最快明年中實施。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同時宣佈將健全綜
援受助人的每月最高「淨袋」入
息金額由2,500元大幅增加60%
至4,000元以鼓勵就業。
租金高昂問題困擾香港基層，

現時綜援受助人可獲發實報實銷
的租金津貼，以支付居所的費
用，但由於設有上限，許多家庭
每月領取的租金津貼不足以支持
租金。由今年2月1日起，單身人
士的每月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為
1,885元，2人家庭至6人或以上
家庭的最高金額由 3,795 元至
6,610元不等。

有助提高搵工意慾
施政報告建議按住戶人數上調

租金津貼最高金額3%至27%，
其中單身人士上調幅度最高至
2,400元，2人及6人家庭則分別
上調至4,200元及7,400元，預計
最快明年年中實施。政府消息人
士指出，現時並無數據估計新措
施的效用，包括增加的金額會否
「益了業主」等，因無法預計正

式推行時的租務狀況。
另一方面，現行綜援制度下為

了鼓勵健全受助人就業，他們的
部分工作收入可獲「豁免計算入
息」，即在評估他們應得的綜援
金額時，毋須在援助金額中扣減
的工作入息。在現行計劃下，受
助人每月從工作所賺取的首800
元收入可獲全數豁免，其後
3,400 元的收入則最多有一半
（即1,700元）可獲豁免，總豁
免計算金額每月最高為 2,500
元。
新年度施政報告建議將每月最

高豁免計算入息限額由2,500元
大幅增至4,000元，即日後受助
人每月工資首1,200元可獲全數
豁免，其後5,600元最多有一半
（即2,800元）可獲豁免，總豁
免計算金額每月最高為 4,000
元。大幅提高豁免金額後，以往
受助人不論從工作賺取多少收
入，其實際所得與一份4,200元
的工作無異，如今則提高至6,800
元，將有助提高他們尋找工作的
意慾。
在長者綜援方面，政府消息人

士指出，政府將鼓勵60歲至64歲
長者就業，但不會對失業者有任
何罰則，即不會扣減綜援金；同
時亦計劃將多項補助金和特別津
貼擴展至合資格非長者健全受助
人，補助金將涵蓋牙科服務、購
買眼鏡及電話津貼等。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透
過 視 像 向 市 民 發 表
2019年施政報告。 ▶在職低收入家庭津

貼金額將全面調高。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於2016年5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當時預計可
惠及20萬戶低收入在職家庭，但政策推出後反應不如預期，

不少人歸咎於限制多及手續繁。林鄭月娥上任行政長官後，旋即於
首份施政報告中加入多項優化措施，包括將計劃擴展至1人住戶，
同時把現行入息限額與工時要求均由兩層增至3層，增加一層入息
中位數70%限額等，並將計劃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

基本職津增16.7至25%
在職家庭津貼視乎申請住戶的入息及每月總工時，獲發不同津貼
金額，施政報告建議增加計劃下與工時掛鈎的住戶津貼金額16.7%
至25%，每月總工時達144小時但不足168小時申請者的津貼金額
上調幅度最高，其中全額基本津貼（每月收入不高於入息中位數
50%）由800元加至1,000元；每月總工時達192小時申請者的全額
基本津貼由1,200元增至1,400元。
每名兒童的每月津貼額則劃一增加40%，其中全額兒童津貼由
1,000元加至1,400元、3/4額津貼由750元增至1,050元、半額津貼
則由500元增至700元。在新措施下，一個育有2名合資格兒童的4
人家庭，每月可領取的最高金額將由3,200元增至4,200元。

無意將童津與職津脫鈎
政府消息指出，兒童津貼加幅最高是希望可減少跨代貧窮。該消

息又說，自從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優化為在職家庭津貼後，申領
人數增加60%，目前約有4.5萬戶合共15萬人受惠。
根據現時規定，若父母因未能獲得在職家庭津貼，其孩子的兒童

津貼同樣將不獲發放。社會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單獨考慮兒童津貼的
發放，消息人士卻指，若將兩者脫鈎則有違政策原意。現時的申領
津貼工時限制亦很寬鬆，政府無意進一步放寬以違「多勞多得」的
政策目標。
林鄭月娥並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邀請關愛基金於下個年度先後

兩次透過現金津貼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一次過生活
津貼」。政府亦會在明年底前完成推出恒常現金津貼計劃的研究。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於上月底透露下個年度首次發放的
「一次過生活津貼」金額，其中1人及2人住戶分別為4,500元及
9,000元，5人或以上住戶則料會訂為15,500元。
關愛基金須先聘用人手及找非政府機構的服務單位協助推行項
目，預計最快明年7月推出，首先接受一人住戶申請。至於下年度
第二次發放的津貼，金額及推行時間表未有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