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會通過疫境禁追租草案
陳茂波：讓陷困境租戶有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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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五波疫情影響，不少中

小企遭遇經營危機。特區政府

早前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向指定租戶追

租3個月。立法會昨日以不記名投票

方式，三讀通過有關「禁追租」的

《商業租戶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

病毒病疫情）條例草案》。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表示，疫情令不少行業元氣

大傷，商戶的資金需要一段時間才可

恢復，雖然社交距離措施上周開始放

寬，但政府仍有需要推行暫緩追租，

避免欠租而結業，有必要盡快落實草

案。有關法例既可為陷入困境的指定

行業商業租戶提供急需的喘息空間，

亦讓業主和租戶有空間和機會在此期

間透過協商訂立雙方同意的租金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會議上三讀通過《商業
租戶短期保護措施(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條例草案》。修訂條例禁止
業主在條例生效起3個月內，向未有繳
付租金的商戶追租。而修例訂明今年1
月1日至保護期完結期間、即條例生效
日期起計3個月內，業主在保護期內不
得向租戶追討欠租，包括在按金中扣
除租金等，違者可被罰款至少50,000
元。如業主及租戶在保護期內簽訂新
的減租協議，則不受措施規管。
至於依賴租金收入為生的業主，政

府會透過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
劃，為業主提供上限100,000元的免息
墊支貸款。
民建聯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仲

尼認為，政府的「初心」可以理解，

希望讓業主、租戶共渡時艱，但始終
是破壞持之以恒的合約精神，希望政
府承諾「可一不可再」，日後不再推
出干預自由市場的措施。

邵家輝：對商戶業務有幫助
自由黨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

家輝表示，通過法例是希望業主、租
戶有時間商討減租等方案，業界正觀
望條例將於何時通過，因為不少商戶
正考慮是否需要結業，如果條例能夠
通過，再加上電子消費券等措施多管
齊下，將對業務有幫助。
陳茂波表示，第五波疫情令不少行

業元氣大傷，雖然社交距離措施於上
周開始放寬，但商戶的資金需要一段
時間才可恢復，今次修訂只屬短暫安
排，並設有限時，3個月的保護期後業
主可繼續追租行動。
他重申，今次立法原意是讓商戶有

喘息空間，避免商戶因欠租而結業，
有必要盡快落實措施。
他續說，政府最初擬定禁追租期為3

個月，及後再延長3個月，但社會及業
主認為時間過長，因此修訂為3個月，
而第五波疫情於1月開始，故是次的保

護期由今年1月開始計算，其次若在5
月1日才生效，業主亦能追回之前數個
月租金。在立法過程中，已經和律政
司作詳細研究，有關安排經得起法律
挑戰。

黃國倡政府帶頭取消外判制
同日，立法會繼續審議落實新財政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2022年撥款條例
草案》。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選委
會界別議員黃國關注在職貧窮的問
題，又建議特區政府帶頭取消外判制
度，直接聘用清潔工等職位，讓他們
的工資有所提升。勞聯秘書長、勞工
界議員周小松要求特區政府將失業援
助金恒常化，並調整新舊制公務員的
福利待遇，以提升公務員士氣。
教育界議員朱國強關注政府在科普

教育及創新科技的投入，倡議加強在
中小學的STEM教學。醫療衞生界議
員林哲玄則指，預算案中未有提及基
層醫療網絡、線上醫療等醫療政策改
革，又對未有加煙稅感到失望。
由於所有要求發言的議員已全部發

言完畢，政府官員將於下周立法會會
議上回應。

◆陳茂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刊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已漸趨穩定，高峰期每天數萬
人確診到近日每天只有數百宗的確診個案，這次前所
未有的疫情讓香港的醫療體制幾近崩潰，在此亦要感
謝醫護同業沉着應戰緊守崗位，香港市民亦做好個人
衞生履行防疫公民責任；另一方面亦非常感謝中央對
香港特事特辦的支援，輸入抗疫物資和專業醫護人員
協助，才能令疫情得已漸漸受控，特首林鄭月娥亦宣
布4月 21日起放寬防疫措施讓市民生活漸回復正
軌。作為醫護界別，我認為香港在對抗第五波疫情
下，中西合療擔當着重要角色，不論是抗疫成藥，還是治療確診者以至康復
後的身體調理，中西醫配合的治療方案功效顯著，正好讓大家想想中西合療
在香港的發展。

香港西醫發展已十分成熟，亦達國際級水平。至於中醫方面，特區政府早
在1999年制訂《中醫藥條例》，確立中醫的法定專業地位、確保中藥的安
全、質量及成效；特首亦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就明確中醫藥在香港醫療
發展的定位，將中醫藥納入香港的醫療系統，2019年中更啟動五億元的中
醫藥發展基金，為中醫藥界提供財政資助，以提升整體水平，包括培養中醫
醫院所需人才，促進與中醫藥有關的科研，協助業界改善其設施設備，並加
強市民對中醫藥的認識等，全方位提升中醫藥在香港發展的動力。雖然香港
首家中醫醫院已落實於2025年逐步投入服務，但今時今日的香港，中西合
療卻仍然未普及，甚至可說是嚴重滯後。

中西合療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內地早已有一套完善的中西醫並行系統，事
實上中國醫療科技水平，不論在科研和臨床各方面，早已在國際醫療界首屈
一指，值得香港醫護界學習及追隨。今次面對第五波疫情，中央派出專業醫
護來港，及建議全方位的中西合療方案，正正為香港醫護界做了一個成功第
一步，讓我們將中西合療模式加速強化及拓展。

香港各大專院校分別有西醫和中醫學科，並有一套嚴謹的考牌體制及實習
制度，然而在中西合療推動方面卻有欠積極。要有效推動中西合療絕對不
難，我建議首要就是促進中西醫護的交流，一方面了解中西合療會診的實際
運作模式，同時內地中成藥、濃縮中藥及中醫藥劑研發成熟及標準化，亦可
以藉此引入香港，增加中西合療的認受性。

在新冠疫情下，中央已帶領香港踏出中西合療的第一步，隨着灣區大健康
產業的發展，香港應該把握機遇，打造為國際級中西醫會診中心。

加快香港中西醫療合作步伐

陳正寧醫生
香江聚賢醫療衞生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目前
有數類過渡性房屋可供有需要市民申
請，但有團體調查發現，葵涌不適切
居所住戶申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和酒
店或賓館項目的評分最低，「跨區申
請」社會房屋的意願更是極低。團體
建議特區政府以「居民為本」推行社
會房屋計劃，並根據不適切居所住戶
的地區分布興建社會房屋。

葵涌不適切居所戶申請意願極低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在本月8

日至 17日期間以問卷形式進行調
查，收集到103份葵涌不適切居所住
戶的回應。現有的4類過渡性房屋，
包括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酒店及賓館
項目、改建或翻新現有樓宇或住宅單
位，及組合社會房屋。若以10分為
極有意願申請，以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和酒店或賓館項目的評分最低，受訪
者給予的平均分分別為1.92分和2.42
分，並分別有超過六成和四成的評分
為0分。團體解釋指，此兩類社會房
屋計劃都不設獨立廚房，並可能需與
其他住戶共享客飯廳、廚房和廁所，
故不少受訪者都不考慮。
調查又探討了影響受訪住戶申請社

會房屋意願的因素。在多項因素中，
平均評分最高的是「生活開支的增
加/減少」，有 6.58 分（10 分為
滿分）；其次是「交通配套」（6.01
分）、「周遭環境」（5.99分）、
「居住面積變大/小」（5.71分）和
「租住年期」（5.67分）。

受訪者亦關注到入住過渡性房屋對子女的影
響，「學習環境改變」及「與上學地點的距
離」分別為5.48分和5.38分，更有受訪者就此
兩項給予10分，即極大影響入住意欲。調查
指，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免去租約年期
限制，可居於社會房屋至獲分配公屋。
一家三口住葵涌劏房的梁小姐曾申請位於屯

門的社會房屋，但因女兒上學原因而撤回申
請。她表示，租期只有兩年，轉校亦未必轉得
到，「阿女（清晨）5點起身（返學）都唔
掂，想搬社房都係為咗個女，如果每日都要咁
辛苦返學就無謂啦。」
該團體建議，特區政府應根據不適切居所住

戶的地區分布興建過渡性房屋；在確保足夠供
應下，考慮讓租戶居住至獲分配公屋，及運用
政府各區閒置土地及建築物增建過渡性房屋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三色回
收桶」推行多年，惟申訴專員公署昨日
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不少市民反映回
收桶經常滿溢，且桶上標示非常簡單，
未有效減低市民誤用，收集服務承辦商
亦將回收物與垃圾一同棄置，大大影響
回收成效。公署向環保署提出6項改善
建議，包括檢視回收桶的標示，考慮以
文字和圖像加入更多回收資訊；定期發

布回收桶的運作數據，讓市民更客觀地
了解目前回收桶的成效。
全港目前設置約1.8萬套回收桶，在環

保署、漁護署、康文署及房屋署轄下場
地都有，但只有環保署備存相關回收率
數據，申訴專員公署去年底就此開展調
查。
公署專員趙慧賢昨日指出，在調查期

間共收到45份公眾意見，不少市民反映

某些設於路旁的回收桶經常滿溢，或因
途人誤放廢屑而大大影響回收成效，有
市民則關注政府對承辦商的監管不足。

環保署已全部接納
公署在抽樣實地視察時又發現，環保

署的流動應用程式「咪嘥嘢」內數個標
示設有回收桶的地點與實際現場情況不
符，惟該署已於今年2月初完成更新應

用程式內的資料。
趙慧賢指出，環保署從食環署接管設

在公共空間的回收桶的管理工作後，曾
作出多項改善措施，以達至「增容量、
易通報」，環保署亦加強對承辦商的監
管，回收桶的管理情況亦有初步改善。
公署期望環保署持續檢視回收桶的使用
情況，加強宣傳教育及與其他政府部門
的協作，恢復市民對使用回收桶的信
心，並向環保署提出6項改善建議，環
保署已全部接納。

申訴署提6建議優化「三色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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