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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改善住屋
問題方面，香港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2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習近平主席關心香港住
屋問題，但在「量」以外，更希望在「質」方面也
得到改善。由於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他
期望今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增加公屋
單位供應等改善措施，「我對未來增加供應持

樂觀態度，除了『北部都會區』發展外，其他
地方亦會覓地建屋，且『明日大嶼』計劃進
入前期研究階段，未來可增加土地供應。」
不過，他認為特區政府仍在追趕供應量，並
非一時三刻就可以解決需求，故仍要提供過
渡性房屋，為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人士在上
樓前改善環境，又提議在疫情放緩時，將部

分方艙醫院改作過渡性房屋。
招國偉表示，特區政府去年公布更新版
《香港2030+》規劃策略研究，已提出人均
居住面積目標由現時161平方呎，增至215
平方呎至237平方呎，但未見有落實的時間
表和路線圖，「希望日後能切實增加居住面
積空間，讓巿民住得寬敞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福界立法會
議員狄志遠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習近平主席關心香港長者安老事宜，傳達了十
分清晰的訊息，相信今屆特區政府會積極回
應。他建議特區政府重啟全民退休保障的討
論，保障退休長者的生活，避免長壽變成負
擔。針對活動能力較差長者，他建議短期內增
加日間照顧、上門護理及復康服務名額；另外
為長者照顧者設立支援津貼及提供暫託服務，

減輕照顧者的經濟和心理壓力。
在中長期措施方面，狄志遠指出，行政長官
李家超的施政方針是「以結果為目標」，希望這
方針可應用在解決安老院舍不足的問題上，
「按目前輪候院舍的人數增建相同比例的安老
院，特區政府可在更多項目的賣地條款中，
加入成功投標者興建福利設施的要求，同時
應探討是否放寬安老院必須要設在24米以下
處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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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日前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

典禮的重要講話中表示，「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

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

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這句話，準確地點出香港老、中、青不

同階層的期盼。香港文匯報追訪相關階層人士，他們讚嘆中央對香港民情瞭如指

掌，感激中央關懷香港居民的福祉，讓他們看到問題得以解決的曙光，相信今屆特

區政府將不負中央的厚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切實排解民生憂難，為香港開創更加

美好的家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唐文、文森

習近平主席關心到香港年輕人的學業、就
業、創業、置業情況，有香港青年2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感謝中央的關顧。香港
青年在成長過程中必須跨過不少關卡，在依靠
自己努力奮進的同時，更需要政府的措施扶一
把。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
帶來很大發展契機，她期望今屆特區政府爭取
更多惠及香港年輕人的政策措施，讓他們北上
發掘機遇。
32歲的Candy就讀市場學，在取得文憑學
歷後即投身社會，先後從事過電訊及紅酒行
業，現擔任金融理財方面的工作。雖然身在職
場面對過不少挑戰，但她自覺比現時初出茅廬
的年輕人幸運。

灣區生活圈 安居樂業處
她解釋，自己當年畢業時，香港不少行業發
展蓬勃，就算只持文憑也不難入行，晉升機會
也不錯。但近年求職者的學歷普遍提高，要擁
有大學學位才有較大機會找到理想工作，加上
受新冠疫情影響，青年無論想在本身行業發
展，抑或轉到其他行業也不容易。在創業方
面，既需要大筆資金投入及廣泛的人際網絡，
更需面對經營風險，並非所有人都適合。
在就業的同時，居住問題也困擾不少青年。
單身的Candy說：「很多人的願望都是安居樂
業，就算只是一個小小的安樂窩也好，但香港
樓價實在太高昂，就算有能力每月償還按揭貸
款，也很吃力，生活質素不免大受影響。數年
前，我也想將來結婚生仔，但現在已不再有此
念頭！」
Candy表示，隨着疫情緩和，希望香港經濟
好轉，更期望特區政府提供良策，協助市民解
決住屋問題。但香港始終地小人多，向外發展
絕對是出路，「尤其是大灣區已形成『一小時
生活圈』，穿梭灣區各地很方便，無論是為事
業向上流動，或為尋覓安居之所，灣區內地城
市都有可發展之處，期望特區政府在這些方面
幫忙。」

多名劏房居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習近平主席十分關心香港，也非常
了解香港民情。他的講話，令香港基層市
民深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改善民生的
決心，希望香港告別不適切居住環境的目
標指日可待。

冀特首盡快做出成績單親爸爸
魏先生與一對子女原本住在深水埗一個

約100平方呎的劏房內，為了讓13歲長女
有私人空間，一家三口近日遷到兩房的劏
房內，月租5,330元（港元，下同），比之
前租金增加，魏先生嘆道：「都沒有辦法，
我們申請公屋至今不足兩年，有排等。」魏
先生通過電視直播收看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他說：「習近平主席非常了解香港現時

的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就是住屋問題，他
非常關心香港市民。」
習近平主席的話令他感到鼓舞，相信可

以令居於不適切住所的基層市民對未來更
加有期盼。「希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可以盡快有所作為，做出成績來，不要
辜負習近平主席的期盼，盡快讓基層市民
改善居住環境。」
許女士一家原本居於西灣河一間不足

200平方呎的劏房內，租金5,000多元，近
期幸獲分配到小西灣一間過渡性房屋。
「居住環境大有改善，面積多了一倍，有

成400多呎，有通風窗更有大陽台，小朋
友都非常開心，不用再像以前那麼擠迫，
對子女成長都好。」她在搬入過渡屋後，
居住面積增加，租金反而比之前減1,000
多元。「香港的住房問題是迫切需要解決
的，希望特區政府迎難而上，解決這個令
中央也關注的問題。」
單親媽媽方女士與兩名子女目前租住在

土瓜灣一間百多平方呎的劏房，透過電視
直播觀看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後，對解決
住屋問題有了更多憧憬。「我們2014年
開始排公屋，至今沒有聲氣，儲錢付首期
置業是我們想也不敢想的，排到公屋、不
用再捱貴租、給子女好的居住環境，是我
做夢也想達成的心願。」

老有所養、老有所依是不少長者的心聲，
但香港退休制度仍未完善，不少長者年過退
休年齡仍要為口奔馳。香港文匯報2日訪問
了兩名長者，他們均認為中央心繫香港居民
的福祉，掌握了香港安老問題的癥結，指示
香港特區政府應當對症下藥解決香港的安老
問題。有長者說：「感謝習近平主席惦記香
港的老人家，我們十分感動，相信今屆特區
政府也一樣重視長者問題，讓香港人都可以
安享晚年。」

六旬清潔工憂醫費獨力難支
65歲芳姐日前透過電視直播

觀看了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內
心十分激動，因為習近平主席
的話正是其心聲。任職清潔工
人的芳姐雖然育有一對子女，
但各自成家立室後，芳姐不希
望增加子女經濟負擔，唯有繼
續工作。然而，芳姐早年患上
癌症，康復後又患有糖尿病及
其他慢性疾病，身體大不如
前，偏偏她的工作對體力要求
不低，經常要推大型垃圾桶，
十分吃力，但生活逼人，她不
得不硬着頭皮繼續工作，否則
「手停口停」。
芳姐目前每月薪金僅約1萬

元（港元，下同），扣除公屋
租金、水電費、雜費及醫療開
支後已所剩無幾。獨居的她最
擔心隨着年紀漸長，要花更多
金錢求醫，甚至連自行求醫的
氣力也沒有，期望今屆特區政府為醫療券
「加碼」，並增加上門陪診等服務。

七旬保安盼優化退休保障
現年71歲的鍾汶斌，年輕時從事汽車維

修及運輸工作，其後因身體勞損無法從事體
力勞動工作，1991年起轉行做保安員，至
今仍未退休。他一直單身，但他表示同齡朋
友即使有兒有女，也因為子女有自己家庭的

經濟壓
力，一般
不希望增加
子女負擔，因
此選擇繼續工作
養活自己。
他直言，香港的安老

問題是環環相扣，不光是
安老的問題，也是家庭結構改

變及住屋問題，「最直
接的退休制度，因為冇全民退
休保障，強積金供款又唔多，
根本唔夠退休生活開支，我當
年65歲都有攞強積金，但只能
用來補貼租金等支出。」
在長者津貼方面，鍾汶斌直

言申請限制多，「生果金（高
齡津貼）要70歲後先有資格申
請，65歲攞長者生活津貼又有
資產限制，好多長者唯有繼續
工作。」最受困擾是住屋問
題，「當生活費少的時候，租
金壓力就好重。」他以自己為
例：他早年住在新界一個百多
平方呎的劏房單位，月租4,000
餘元，佔月入的三四成，「由
於要跨區工作交通費就好貴，
所以當時生活好艱難，好彩之
後夠年齡有兩元搭車優惠，才
節省到不少交通費。」
去年，鍾汶斌成功獲分配公

屋，進一步紓緩了生活壓力，「我2015年
申請公屋，去年才編配到青衣一個單位，千
多元月租，生活先可以改善。但不止長者申
請公屋難，一般家庭申請公屋，入息及資產
審查好嚴，好多人因人工多咗少少就不合資
格。」他希望今屆特區政府積極改善基層長
者和巿民的生活，例如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申
請資格、提高生果金金額，以及增建公屋單
位和放寬公屋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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