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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一次的公屋租金檢討前日

（23日）揭盅，房委會建議疫市加

租9.66%，9月1日起生效。以往房

委會會於加租後按《房屋條例》第

十七條提供租金寬免，今次只表示

「有待考慮」，被各界批評「離

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

在立法會會議中表示，考慮到目前

就業和經濟情況，決定建議房委會

向租戶提供兩個月的租金寬免，以

抵消今次加租對基層市民造成的經

濟壓力，而有關安排預計令房委會

在今明兩個財政年度出現約25億元

虧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政府擬公屋免租兩月紓民困
陳帆料房委會將現25億虧損 無意凍租稱違法例原則

工聯促停拉布：14周產假不能拖

安得廣廈千萬間

又到端午了。幾年前這個時節在深水埗的一次
經歷，令我至今心痛不已。

大約是四五年前吧，6月中旬的一天。朋友告訴
我，她們公司要組織義工為深水埗基層市民送端
午禮物。當時我來港不久，廣東話聽說都不靈，
但很想去看看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於是自告奮
勇當一名只出力不說話的「沉默義工」。

一個周六傍晚，乘地鐵輾轉來到深水埗一社
區，我與義工們每人肩背六七袋端午禮物，分成
兩組挨家挨戶派送。袋內有粽子、餅乾水果、小
朋友的文具及玩具，背起來蠻重的。正是盛夏，
天氣溽熱，打印紙都潮漉漉的，人更是待着不動
也直出汗。我們走了五個樓區，總共爬了27層
樓，八九百級樓梯。

第一處（無法用一家一戶來形容，因為一戶不
止一家），八樓，四個家庭十幾口人擠一套房。
我們一進去，狹小的公共客廳（只能稱過道）再
無轉身之地。敲開一戶，四口人正擠在小桌上吃
飯，兩個孩子坐在床上。全部家當是兩張上下床+
堆至房頂的雜物+飯桌+一個搖頭電扇。破舊的小

電扇拚命搖，仍是悶熱不堪。摺疊桌一打開，門
只能開一半，我們一位代表半探着身子跟女主人
說話，其餘人站在門外。黑瘦的父母一臉愁苦，
兩個六七歲的男孩停下吃飯，默默看着我們，模
樣清秀乖順。房間沒有窗戶，天空清風陽光對於
孩子竟成了奢侈品。

第二處，九樓。陳舊的樓道悶得透不過氣來，
彌漫着各種各樣的味道，樓梯滑膩膩的，扶手因
年代久遠已看不出油漆顏色。爬到五樓氣喘吁吁
幾近透支，同行的香港女孩幫忙分擔了一袋。

同樣的，十幾口人每家三四口擠在十來平米的
逼仄空間。其中一戶人家孩子更小，看起來就四
五歲，他蒼老的父親(爺爺？)忿忿地說着話。我們
把玩具和餅乾拿出來，孩子稚嫩的小臉上竟沒有
一絲喜悅。可憐孩子每天辛辛苦苦爬九層樓上百
級樓梯，見到的卻是一個不能稱為「家」的蝸
籠。本該無憂無慮的幼齡稚年，已經嚐到了生活
的悲苦。

第三處，六樓。其中一位老伯的「家」，只是
進門處搭起的一個隔層，鐵欄圍起一張床，「家
門」是下水井口般大的方孔。下邊搭着一把梯
子—年過七旬的老人每天攀梯從方孔鑽進鑽出。
人不在時，方孔上鎖。

第四處……
第五處，爬至九樓，已是頂層，不見同伴身

影，以為走錯了，正茫然，聽到樓頂有人招呼，
爬上去，見樓頂一組鐵皮房，住了六七戶。其中
一位中年婦女的「家」僅僅是四個「一」：一張
床的上鋪，一部老舊電視機，一把鏽跡斑斑的舊
電扇，一個紙箱。不難想像，盛夏烈日下，鐵皮
房有多麽酷熱難耐……

所到訪的人們，除了表示感謝時稍縱即逝的微
笑，聊天中再見不到一絲笑容。

站在樓頂，不遠處高樓林立華燈燦爛，身邊的
鐵皮屋吸了一天的熱量如鐵板燒。一街之隔，卻
如天堂地獄。

數百級樓梯，腿累得直抖，衣服早已濕透，每
一根頭髮都在呼呼冒熱氣，汗水順着臉和脖子
流。兩個小時內，我這個「沉默義工」一句話沒
說，然而內心極其震撼，打濕臉頰的，還有滿面
淚水……

這樣的劏房住戶，目前香港有二十多萬人。市
民花四五千元租十來平米單位的不在少數。房屋
問題成了香港若干深層次問題最急迫之「痛
點」。另一方面，香港又貌似很富足：2018年，
人均GDP超過4.8萬美元，穩居世界前二十名，
高於英國、加拿大、新西蘭等經濟體。但是，
「你的香港不是我的香港。」統計顯示，香港貧
窮人口已達137.66萬，貧窮率達20.1%，其中近
50萬老人被界定為貧窮人口；2016年，香港的堅

尼系數為0.539，達45年來新高，遠高於0.4的警
戒線……

最近數字表明，市民所期盼的公屋，平均輪候
要5.4年。這意味着他們還要在艱難中苦熬至少四
五年。然而，曠日持久的社會動盪，沒完沒了的
街頭暴力和無謂的政治爭拗，墨守成規的辦事效
率……能解決百姓的疾苦嗎？若無寧日，百事俱
哀。

又一個端午節來臨，想起兩句古言「但願蒼生
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不合時令，卻是心
所牽掛。

研究部 王珺

■空間逼仄的劏房。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團
隊研發一款噴灑一次持續有效三個月的新型多層次殺
菌塗層GERMAGIC，可有效殺滅99%病毒，包括新
冠病毒，協助市民抗疫。扶康會旗下社會企業「康融
服務有限公司」，為幫助受疫情影響的殘障者，加入
GERMAGIC塗層專業服務團隊，成為唯一一隊由殘
疾與非殘疾者組成的隊伍。
GERMAGIC塗層有接觸殺滅、釋放殺滅及抗菌黏

連功效，塗層並加入百里香精油，令殺滅效果更長
久，且能夠用於各種空間及表面，效果能夠維持90
天。為對抗疫情，GERMAGIC塗層專業服務團隊曾
為超過500家日託中心、護老院、庇護工場、校車、
教堂及學校提供服務。
有關專業服務團隊隊員需要通過訓練、實習和評核

後才能正式入隊，而現時全港有14隊團隊，其中康融
團隊是唯一由殘疾者，包括智障者、精神康復者與非
殘疾者組成的隊伍。

服務已惠及逾千劏房戶
香港科技大學與捷和實業有限公司創新環境健康技

術聯合實驗室顧問洪思聰表示，疫情開始時，公司便
立即購入噴塗工具，並調動集團旗下酒店的清潔服務
員工組成噴塗團隊，為弱勢社群及公用服務機構服
務，其中劏房戶受惠者逾千人，而與社會康融服務有
限公司合作，除增加團隊數目外，亦可以為殘疾者帶
來就業機會，一舉兩得。

扶康會副總幹事麥潤蕓表示，根據扶康會數據，該
會有三成，即約三四十名殘疾會員因疫情導致失業，
而透過參與塗層專業服務團隊，目前已增加10個就業
機會，當中七成為殘疾者，並打算為業務拓展而新聘
多五名殘疾者。
現年40歲的塗層團隊殘疾隊員黎嘉祺為精神康復

者，他在疫情前從業飲食業工作，由於被裁員，故轉
型成為噴塗隊成員。他表示，以往工作要經常接觸陌
生人，但自己不會與人相處，因此會感到悲觀，相反
團隊內都是熟人，溝通上較輕鬆，且工作有提供訓
練，容易上手，同時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

組隊噴抗疫塗層 社企助傷健共融

陸頌雄批不撤加租「離地」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昨日在立法會大會提
出口頭質詢，指香港失業率升至5.9%，有
23萬人失業，有調查更反映80%打工仔面
對減薪和放無薪假等，批評房委會在如此
困難情況下仍不撤銷公屋加租的決定，難

免令人認為政府「離地」和涼薄，要求政
府考慮向房委會建議公屋凍租。
陳帆回應指，現行公屋租金調整機制是

根據法例於2008年起生效，房委會須嚴格
按機制每兩年檢討一次，並盡快按檢討結
果調整公屋租金，機制還有加租10%的封
頂安排，倘法例有要求而不做就是不作
為，不符合法例原則。
不過他表示，政府考慮到經濟環境變

差，經濟前景存在不確定性，聽到不少聲
音希望房委會擱置加租、凍租或提供寬
免，故在平衡租戶負擔能力和房委會財政
健康下，局方決定向房委會轄下的資助房
屋小組，建議提供兩個月租金寬免，以抵
消調整租金帶來的財政負擔。
陳帆表示，自己會親自邀請資助房屋小

組委員會積極考慮及接受政府的建議，並
估計有關安排會令房委會在今明兩個財政

年度，將出現約25億元虧損。

柯創盛促檢討租金機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柯創盛指

出，房委會的租金檢討機制以兩年前的數
據作為參考，未能實時分析數據，無法反
映社會實況，且該機制已沿用多年，局方
應考慮是否有全面檢討機制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夏日炎炎，不少港人愛
吃西瓜消暑。一年一度的「本地有機西瓜節」本周起在
多個農墟舉行，而漁農自然護理署昨推介三款近年引入
本地的特色西瓜，並表示今年天氣較往年更早轉熱，日
夜溫差較小，故西瓜甜度會略低半度至1度。
漁護署農業主任王敏維介紹，「黛安娜」、「超

甜黑美人168」及「哈密」均適合本港氣侯，皮薄兼
產量高，當中「哈密」更是近兩年的王牌，這款綠皮
黃肉西瓜較清甜，甜度約10度，為三款西瓜中最

低；「黛安娜」的黃色果皮內藏紅色果肉，較「哈
密」甜一些，約11度；綠皮紅肉的「超甜黑美人
168」甜度則有12度。

「漁菜直送」App 不必落街買
她直言，由於香港今年的早晚溫差不大，令西瓜

甜度普遍較往年下跌約1度，西瓜甜味也會因本月兩
場暴雨而有少許沖淡。
王敏維還表示，該三款西瓜今年售價與往年相

若，每磅40元至50元，未有「疫市加價」，而是次
西瓜節有五六十個農場參與，與往年相若，相信有足
夠西瓜供選購。有瓜農表示其收成「未去到農墟都俾
人訂咗（農作物）」。
由於疫情仍不穩定，漁護署不會在特定農墟舉辦

活動，主要擔當宣傳者角色。參與今年西瓜節的農墟
包括大埔農墟、中環農墟、天星碼頭星期三農墟、美
孚有機農墟及黃金海岸農墟。
王敏維建議市民到訪前致電農墟或留意facebook，

以免碰門釘。她並推廣手機應用程式「本地漁菜直
送」，讓市民安在家中也能品嚐到本地優質農產品。

有機西瓜節「疫市」不加價

■王敏維表
示，疫情下
令市民有更
多機會認識
本地瓜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政府決定建議房委會向公屋租戶提供兩個月的租金寬免，以抵消今次加租對基層市民造成
的經濟壓力。圖為長沙灣重建後的蘇屋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9年僱傭(修
訂)條例草案》即將恢復二
讀辯論，工聯會婦女事務
委員會及工聯會社會事務
委員會成員昨日到政府總
部門外請願，促請攬炒派
立即停止拉布，須以廣大
市民福祉為依歸，讓法定
產假增至14周的議案，
可於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
前順利通過。
工聯會婦委2012年已
建議政府盡快修訂產假及
其相關保障，把法定產假
延長至14周並落實全薪
產假。特區政府在 2018
年施政報告提出延長產假至14周
的方案，但目前本港仍跟隨俗稱
「前四後六」的10周產假安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日
於請願時強調，14周產假不容再
拖，若是次二讀未獲通過，各界
力爭多年的成果恐再度化為烏
有。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指
出，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制訂的
《2000年保護生育公約》（第183
號公約），懷孕婦女應享有不少
於14周的產假，但本港婦女權益
保障制度落後國際標準20年，而
是次修訂為本港在職懷孕保障制
度跨進一大步，同時亦是鼓勵本

港市民生育的一項德政。
工聯會婦委重申，在職懷孕婦

女不應因履行生育天職而受經濟
上的剝削，故要求盡快落實延長
法定產假的修訂，另落實法定產
假的定期檢討期，並盡快實行全
薪產假和設6個月的產後工作保障
期，以及增設全薪產檢假。

■扶康會旗下社企「康融服務有限公司」幫助受疫情
影響的殘障者，加入GERMAGIC塗層專業服務團
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成員昨日到政總外請願，促請攬炒派停止拉布，讓法定產假增至14周
的議案，可於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