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億遷津冀破大坑西邨重建僵局
發展商：三口家可袋70萬元 租戶揀居子女家錢照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討論多年的石硤尾大坑西邨

重建計劃一直「卡」在如何安置

原有租戶的問題之上。特區政府

早前邀請市建局介入，破天荒提

議以「銀彈」策略打破僵局。據

了解，租戶將獲發放一筆特惠租

金津貼及搬遷津貼，讓他們可在

重建期間（預定為5年）搬遷至

其他物業暫住，日後再回遷至重

建後的大坑西邨。消息人士透

露，該邨發展商「平民屋宇有限

公司」或斥近10億元用於津貼之

上，以三人家庭計算，津貼金額

將達 70 萬元，更可「自由發

揮」：「即使（租戶）揀到子女

家中居住，錢都係照畀。」消息

人士續說，若獨居老人認為找租

盤有困難，公司亦有後備方案，

擬為有關長者租住酒店，或為其

申請過渡房屋，惟租金津貼則未

必可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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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在馬路上、在地鐵上、在電梯裏、在商場裏，經

常會看到一類人群，他們坐在輪椅上，用手控制着

他們的「腳」，才能夠前行。為了幫助香港本地這

樣一群腿腳不便的群體，11月10日，集友陳嘉庚

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向香港紅十字會捐贈205500港

元善款，贊助該會購置123輛輪椅，幫扶香港本地

弱勢社群，進一步在香港本地延伸公益觸角，弘揚

「嘉庚精神」。集友銀行行政總裁、集友陳嘉庚教

育基金副主席鄭威代表出席支票捐贈儀式，香港紅

十字會行政總裁/秘書長蘇婉嫻代表接受，並對集友

陳嘉庚教育基金的慈善捐贈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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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紅十字會踐行宗旨 幫助腿腳不便人士更好地「行走」

由集友銀行創辦的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自成立以來，致力推動及支持中國內地
及香港本地的教育、醫療及扶貧救助等工作，旨在以華人華僑為紐帶，在全

球範圍內延伸公益觸角，用實際行動貫徹成立宗旨。
香港紅十字會自1975年開始提供「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為行動不便的長者

及傷病者、低收入殘疾人士等提供合適的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包括高背傾斜及
後躺輪椅、普通輪椅、助行架、步行架、四腳叉、普通沐浴椅等，以減輕受助者的
經濟負擔。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一直以來致力於公益慈善事業，為更好地在醫療事
業領域弘揚慈善精神，一得知香港紅十字會需要資金進一步充實醫用輔助行動器
材，以及有增加一般輪椅外借服務的數量及定期對殘舊輪椅進行更換的需求，便第
一時間提出全力支持該會購置輔助行動器材行動。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在跟進和溝通的過程中進一步了解到，香港社會對有關輔助
器材租借服務存在很大需求量，過去5年服務人次高達6萬，而現時可供使用的輪
椅僅有1000多部。除了需求與日俱增外，部分輔助行動器材亦因長期租用出現磨損
情況，每年需要更換約100至200部不等。此次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贊助購置的輔
助行動器材包括120部普通輪椅及3部可傾斜沐浴便椅，落實支持該會對輔助行動
器材的補缺，有力地支持香港紅十字會輔助行動器材租借服務繼續順利開展，為香
港本地老弱傷殘提供切實的幫助，為本地公益事業投入資源力量。此次的捐贈契合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成立的初衷，幫扶香港本地行動不便的長者或低收入的殘疾人
士，以減輕受助者的經濟負擔，同時方便該等人士出行、提高生活質量，踐行集友
陳嘉庚教育基金的成立宗旨及初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取之社會，用於社會。

高度關注社會群體需求 用心傳遞愛用真情溫暖社會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由集友銀行創辦，集友銀行秉承其倡辦人陳嘉庚誠毅奉獻
的「嘉庚精神」，不忘其「以行養校、以行助鄉」的創行初心，長期以高度的責
任感和勇於擔當的使命感履行社會責任。集友銀行行政總裁、集友陳嘉庚教育基

金副主席鄭威表示：「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以實際行動踐行
『嘉庚精神』，大力扶助香港弱勢社群，響應特區政府歷來重視關愛社會，照顧
弱勢社群的號召。同時，用愛心匯聚成守望相助的橋樑，進一步擴大公益事業的
規模及邊界，全力支持香港本地的扶貧、教育、抗疫等領域，長期為國家、為香
港奉獻力量。」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自成立以來，長期高度關注社會各群體的需求。2020年，在
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聯同陳嘉庚基金聯誼會，發揮海內
外資源優勢，凝聚僑心、匯集僑力，通過「集力抗疫友愛同行」活動聯動母行廈門
國際銀行力量，克服全球防疫物資告急、訂單擱淺等重重阻力，向中國內地醫院捐
贈數批次總計約數百萬件醫用防疫物資，為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力量。為支持本港
抗疫之「戰」，集友銀行攜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為本地醫療機構和特殊學校學童、
社區老人等弱勢群體提供關愛和呵護。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推動公益的善行和集友銀行的社會責任擔當及公益服務亦得

到了社會的認可，集友銀行連續八年成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界展關懷」公司，
及連續兩年獲得《CTgoodjobs》「最佳社會企業責任大獎」之傑出大獎，並在2020
年《晴報》舉辦的第五屆「金融業大獎」中榮獲「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大
獎」。同時，在2021
年《明報》首屆「卓
越財經大獎」中榮獲
「卓越CSR大獎」, 以
及獲《香港01》頒發
「大灣區企業同創大
獎」，日前更榮膺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主辦的領航「9+2」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
最佳銀行獎。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由集友銀行創辦，成
立宗旨是開展各項慈善公益活動，傳承和弘
揚「嘉庚精神」。集友銀行自1947年在港開
業以來始終以銀行盈利奉獻助學，通過廈門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會頒發獎助學金獎勵和
資助國內優秀學生、貧困生和教職工。2017
年，廈門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會將公益活動
範圍拓展到更多社會福利方面，並更名為廈
門市陳嘉庚教育基金會。集友銀行為延續其
興資助學的使命，於2018年10月4日在香
港發起成立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2020年
10月5日，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正式取得香
港《稅務條例》第88條項下豁免繳稅的地
位，成為一家獲認可的註冊慈善機構。
自成立以來，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廣泛聯

結嘉庚系華僑公益力量，積極支援武漢前線
醫護應對新冠疫情，牽頭組織香港與東南亞
抗疫捐贈，通過榮譽贊助的形式全力支持聯
誼會於2021年主辦的「第一屆國際中學生
陳嘉庚常識比賽」，邀請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中學生於線上共同參與並學習嘉庚精神，促
進文化交流。未來，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將
繼續堅持發揚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興學助
教、愛國奉獻的精神，積極開展各式各樣的
公益慈善活動，致力促進香港成為更加多元
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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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扶香港弱勢社群更方便靈活地「走出去」
感受「嘉庚精神」的力量

——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向香港紅十字會捐贈善款購置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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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全球
兒童及青少年患糖尿病的人數上升，
現有約110萬名20歲以下兒童及青少
年患一型糖尿病，香港亦平均每月有
7名兒童確診糖尿病。兒童糖尿協會
昨日指出患者若沒有正確治療糖尿
病，甚至沒有發現患病，發生嚴重或
致命併發症如心臟病、中風和腎衰竭
的風險極高，呼籲家長正視子女的身
體狀況和生活習慣。

糖尿病是常見疾病，目前全球有
逾5億名成年人患上，香港也有約
70萬人患有糖尿病。兒童糖尿協會
指出，糖尿病分為一型及二型，發
病率在過去20年均持續上升，其中
患二型糖尿病的兒童人數更以倍數
增長，由1997年至2007年有198名
兒童患上，上升至2008年至2017年
的391名，上升趨勢與當前全球狀況
一致。

兒童糖尿協會主席鄭馮亮琪昨日
表示，一型糖尿病在兒童中較常
見，屬免疫疾病，目前沒有根治方
法，病人需終身接受胰島素注射治
療。兒科專科醫生張壁濤表示，香
港的一型糖尿病發病率比其他地區
低，其病徵包括口渴、尿頻、去夜
尿、體重減輕等，甚至有小朋友會
出現突發性尿床，提醒家長多留意
兒童的身體狀況。

至於二型糖尿病，張壁濤指出，其
病因主要是身體對胰島素產生抗拒
性，肥胖是引起此病的最危險因素，
而遺傳、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運動亦
會導致二型糖尿病。雖然肝臟一直不
被視為受長期糖尿病直接損害的器
官，但有研究顯示，脂肪肝有潛在機
會成為糖尿病患者的長期併發症，建
議把脂肪肝評估納入糖尿病患者的併
發症篩查計劃內。

港平均每月有7名兒童確診糖尿

平民屋宇早於2016年向城規會提出將
大坑西邨分兩期重建成4,925個住宅

單位，但由於整個屋邨需要以「螞蟻搬

家」方式進行重建，即先清拆其中兩幢樓
宇，將200個租戶搬遷至剩餘的六幢樓
宇，待六七年完成重建後，再將全部1,000
多個租戶搬遷至新落成單位，才開始重建
剩餘樓宇，需時最少14年才能完成。
為了加快重建，特區政府早前邀請市建

局「入場」，並於上月底向城規會提交新
的重建方案，重建後的大坑西邨項目可提
供3,300個單位，較現時增加一倍多，包括
1,300個單位供重置現有租戶，以及2,000
個由市建局發展的「港人首次置業」單
位。

不回遷可獲1.25倍現金津貼
新方案要求租戶要先全數遷出。據了

解，平民屋宇為此將提供特惠租金津貼及
搬遷津貼。
消息人士透露，兩項津貼總額或高達10

億元，首先租金津貼方面，1人家庭有54萬
元；兩人家庭有60萬元；3人家庭有70萬
元；4人家庭有81萬元；5人家庭有90多萬
元，料分兩期發放，而每戶的搬遷津貼亦有
兩期，每期兩三萬元，用以支援租戶遷出及

回遷時的費用各一次。消息人士進一步透
露，如果租戶選擇不回遷，將獲一筆過1.25
倍的現金津貼，即如果一個3人家庭選擇不
回遷，將獲約100萬元津貼。
消息人士指出，上述的租金津貼金額是

假定重建期為5年，並參考了同區的租金
指數，以3人家庭為例，即每月有1.2萬元
租金津貼，料可在同區找到合理合適的單
位。消息指，租戶如何使用津貼可「自由
發揮」：「如果有長者揀到子女家中居
住，啲錢可以自己袋埋。」唯一「拎不到
錢」是若果租戶在重建期間獲派公屋：
「我哋唔想出現有雙重福利。」

住戶多拒回遷 盼獲公屋安置
雖然平民屋宇已向大坑西邨居民明言會

提供特惠租金津貼及搬遷津貼，但仍引起
部分居民反對，「大坑西邨居民權益關注
組」於10月中訪問644戶居民，92.8%受
訪住戶不接受在外暫住再回遷的安排。關
注組指出，有獨居長者曾查詢6個租盤，
但由於他已退休，沒有業主願意出租，希
望政府可為居民提供區內公屋安置。

對此，消息人士指出，平民屋宇已有後
備方案，若獨居長者認為找租盤有困難，
公司擬為他們租用酒店，或為其申請過渡
房屋，惟居民未必獲得租金津貼。
他續說，平民屋宇曾與居民接觸，比如

在邨內進行為期兩星期的調查，了解居民最

關注的事，但承認沒有與關注組接觸：「關
注組要求提供公屋安置唔太可行同合理，政
府嘅立場一直好堅定，唔會提供公屋安置，
因為咁樣做對排緊公屋嘅人好唔公平，而且
大部分居民有權申請公屋，但佢哋無申請，
好多都係因為超過咗入息同資產審查。」

●兒童糖尿協會呼籲家長正視子女的身體狀況和生活習慣。

●大坑西邨發展商或斥近10億
元用於津貼之上，以加速重建
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